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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的延长是人类的巨
大成功

寿命的延长是过去一百年来人类
的巨大成功，但也使整个世界面临人口
结构的剧变。法国花了115年从轻度
过渡到中度老龄化社会，中国大概花了
24年从轻度变为中度老龄化社会。

新加坡大学人口健康中心执行主
任、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John Eu-
Li Wong（黄聿立）在论坛上表示：

“因为人口的寿命延长了，全世界几乎
任何一个国家的生育率都跌了一半以
上。所以，65岁以上人群的占比越来
越高。解决挑战，最根本的、最基础的
就是使所有人在年轻时一直到老年都
保持健康。”在他看来，健康即资产，社
会如能在全民健康的议题上进行投
资，会提高全社会劳动力生产水平。

◆聚焦慢病防治，促进健康
老龄化

中国老年人带病生存时间已达
9.1 年。由慢性病所带来的死因占比
达到90%。其中，心血管病和肿瘤是
老年人最主要的死因，而糖尿病、肥
胖、抑郁、痴呆等病也呈现上升趋势。
这些病不仅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
自理能力，也增加了医疗支出和照料

需求。好在各方力量都在研究相关问
题。2021年，泰康保险集团向武汉大
学捐赠10亿元，支持武汉大学建设一
流的医学学科和生命科学学科，加快
解决生命医学领域“卡脖子”的问题，
特别是包括慢性病的防治问题，开创
了一流大学和头部企业合作共建医教
研体系的新模式。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赵耀辉认
为，老龄化挑战的应对之道是健康老龄
化。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她提出了
多项建议：防慢性病要从儿童抓起；建
设老年友好环境；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
的治疗；建立全国统筹医保体系等。

◆长寿时代的根本问题是
筹资问题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长寿时代》作者陈东升
认为，长寿时代是比老龄化更好的概
念，是从被动消极的人口理论转变到
积极的人口理论。现在大家觉得老龄
化是个负担，陈东升认为应对的方法
是对生命尺度看法的改变，其实60岁
退休时还有很大的创造力。“过去我们
说20岁是年轻人，40岁是中年人，60
岁是老年人；现在可能说40岁是年轻
人，60岁是中年人，80岁是老年人。”

陈东升认为，要有美好的长寿生
活，需要有充足的财富准备。解决长
寿时代的根本问题是筹资问题，泰康

对此的探索走在前列。“如果说泰康对
于长寿时代的贡献，就是找到了如何
用企业方案去解决个人问题的商业模
式、形成了解决方案，用专业、长期的
投资，而不是股票波动式的投资，来产
生复利效应。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
希望通过这个商业模式让每个人都可
以优雅地老去。”陈东升表示，长寿时
代，是挑战，也是财富。老龄人口能为
我国发展养老机构、社区养老等产生
更多人口红利价值。社会要致力于建
设适合老人居住的环境、机构、平台，
并将更多关注力放在如何让老年人实
现价值再造上。

陈东升介绍，泰康创造养老社区
的目标，就是想变成长寿经济的试验
田，让入住养老社区的人进入另一种
完全自由创造价值的工作时代。“钱理
群教授在泰康·燕园已住了六年，写了
11本书，每天仍保持着创作高峰的状
态。所以我一再思考怎么把养老社区
变成长寿创新中心。

据了解，泰康之家现有社区居民
中，在住院士 35 人，校长/书记（双一
流大学）18人。泰康之家也为广大退
休专家提供再创价值的平台。如中日
友好医院大内科原主任杨文英教授入
住泰康·燕园后，担任泰康之家内分泌
医学首席专家，接受“邻居”的日常问
诊、培训课程。

（《生活晚报》）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人
到晚年，老伴之间谁更离不开谁？河
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路街道的一
群老年朋友近日围坐一起，聊自己的
故事和感受。他们得出了什么样的
结论？

退休后才体会到老婆不易

我家我主外，老伴主内。年轻
时，我觉得自己是家里的功臣，下班
啥也不干。

退休后，我见证了老伴的日常，
才意识到她几十年的不易。我开始
帮老伴做家务。虽然总被她嫌弃，但
我知道她是这辈子我依赖的人，她开
心就好。前年，老伴住院近两个月，
这下我才知道自己啥也不会干：小米
粥熬不好，衣服洗不干净，家里乱七
八糟。我深深地明白了，家里不能没
有老伴。 （李金河 65岁）

老伴对我既嫌弃，又依赖

平时，我负责家里大部分家务，
这是因为老伴年轻时坐月子落下了

病。为了让老伴安心养病，我苦练烹
饪菜肴及面食。这些年，在我的努力
下，不仅老伴很少犯老毛病，我的厨
艺和整理家务的技术也有了大幅度
提升。即便如此，老伴还经常嫌弃
我：一会儿说饭菜咸了，一会儿说淡
了，要不就是面食太粗糙……其实，
我知道那是老伴疼我。

每次老伴打扫卫生时，我就跟着
老伴，陪着她说会话。我感觉，老伴
在我主动陪伴时很享受，她一边嫌弃
我的碍手碍脚，一边又对我牵挂依
赖。 （孙成德 71岁）

有病才体会到，谁也离不开谁

去年 12 月，我突然觉得身体不
适：说话吐字不清、身体僵硬……当
时老伴特别着急，一向沉稳的他，慌
慌张张地拨打了 120。到医院后，我
被确诊为脑梗。在这一过程中，老伴
一直拉着我的手，他手心里都是汗。

住院以后，老伴每天都来看我，
担心他操劳过度，孩子和我都劝他不
要总往医院跑，可他嘴上答应着，每
天还照样来看我。

一次，我因为这个跟他发脾气，
他对我说：“那天晚上你把我吓坏了，
我怕以后见不到你呀！我得天天看
看你，这才能安心。”我的眼圈一下红
了，有病了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们谁
也离不开谁。 （焦月芬 74岁）

适时依赖，满足对方成就感

我觉得被需要是一种认可，因此
我经常表现出很依赖老伴的状态，每
每我说起没有她怎么能行，总能看到
她脸上幸福的表情。

一次，老伴要与闺蜜结伴出游，
出门前她千叮咛万嘱咐：内衣袜子放
置的位置，超市购物需要注意的问
题，花需要几天浇一次水……就这
样，她还是在临行前不放心我，打起
了退堂鼓。老伴一走，我就想在家好
好表现，让老伴知道我自己是可以
的。老伴旅行结束，看我把家里料理
得整整齐齐脸上反而有些失落。从
那之后，我依旧麻烦老伴：让她帮我
找衣服，问她衣服穿搭……我们的感
情就在琐碎的日子中更加和谐。
（李明乐 74岁） （《洛阳晚报》）

●具体做法：
取猪红（猪血）500 克，韭菜 200 克，姜 3

片。将韭菜洗净切段，猪红洗净后切成小块，
姜片切丝备用。锅中烧水，水开后加入猪红，
稍焯水后备用。

锅内重新烧水，加入姜丝、猪红稍煮5分
钟，再加入韭菜段。放入适量油使韭菜保持
绿色。再煮3分钟后，放入盐、鸡粉、白胡椒粉
调味，即可。

该汤具有清热祛毒、养肝明目、清肺健
胃、补血养颜、保护心血管的功效。除了高尿
酸、腹泻患者外，一般人群都可食用。

（本报综合）

□李秀芹

在公园遇到票友唱戏，唱阿庆嫂的是我
早年的邻居小葛。多年不见，她唱功进步不
小。

小葛当年就喜欢唱歌，说实话，那时唱得
很一般。我和丈夫听到还偷笑，说她唱歌全
靠胆子大。

小葛唱歌的胆子都是她婆婆给壮起来
的。记得她刚结婚时，在屋里一边干家务一
边唱歌，扭头发现婆婆在她身后。她不好意
思地说，若婆婆不喜欢听，她以后不唱了。可
婆婆说，好听，好听。从此以后，婆婆成了小
葛的粉丝。有了婆婆的夸奖和鼓励，小葛自
信了不少，唱歌的水平也一点点进步了。

小葛有三个姐姐，所以结婚时她干啥啥
不行，但婆婆却总能看到她的优点，常夸她这
个好、那个好。

小葛婆婆晚年生活不能自理，总会对护
理她的儿媳道谢。小葛说不用客气，婆婆却
说：“儿媳不是我生的，也不是我养大的，儿媳
来照顾我，我当然要感谢。”

小葛婆婆不识字，却懂得边界感。婆媳
没血缘关系，没那么多理所当然，平日相处多
一些尊重、包容、感恩和赏识，才能滋生出好
的婆媳关系。 （《快乐老年报》）

福建泉州的高女士3年前到某珠宝店买
钻戒时，商家向其宣传戒指戴满3年即可到店
里换款或回收，当时高女士还与商家签订增值
换购书。然而，当她带着戒指和换购书到店里
提出回收或换款时，商家却要求她提供原商品
珠宝鉴定书才配合回收或换款，但购买时商家
并未提供鉴定书。为此，她向晋江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投诉。经调解，商家同意回收。

提醒大家：在选购换购饰品时，要详细了
解“以旧换新”规则。尤其要了解清楚回收价
格、折旧费、耗损、新首饰加工费等细节，对更
换首饰的加工费优惠减免、是否换大不换小、
差价计算方式等内容以合同或补充协议的方
式形成书面证据，以免产生纠纷时“口说无
凭”。有的商家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兑现承诺，
回购协议暗藏各种门槛限制，建议选大品牌、
有售后保障的珠宝店买珠宝。

消费者要注意保留购买凭证。重点注意
商家在发票或交易凭证上通过加盖印章的方
式附加交易条件（如“同类换同类”“换购支付
加工费”等），签字要慎重。遇消费纠纷，可拨
打12315投诉。 （《晋江经济报》）

长寿时代是比老龄化更好的概念

□刘慧

从 2015 年到 2021 年，
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
76.34岁提高到78.2岁；预
计到2035年，我国人均预期
寿命会达到80岁以上。到
2050年，我国80岁以上老
人数量将翻两番，中国真正进
入长寿时代。

4月7日下午，2023年
世界大健康博览会的重磅内
容——长寿时代高峰论坛隆
重举办。本论坛由泰康长寿
时代研究院、北京大学健康老
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邀请
政产学研各方代表多视角探
讨、分享，共话长寿时代的解
决方案，助力开启更长寿、更
健康、更富足的长寿时代。

老伴老伴，谁更离不开谁

猪红韭菜汤

夸出来的婆媳情

珠宝换购注意附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