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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庐阳区某养老机构的一位老大爷，就曾
因家庭矛盾引发心理抑郁。

据称，老大爷是在老伴去世后入住了养老机构。
老伴在世时，两位老人将名下的两处房产分别承诺赠
予儿子和女儿，老伴去世后，儿子拿走了承诺的房产，
而大爷考虑到养老费用的情况，便没把另一套房产赠
予女儿，而是先对外出租以租金交纳养老费。

“这一下子，女儿不高兴了，认为老人偏心儿子，
父女间产生了纠纷。”老伴刚辞世不久的不安全感，再
加上和儿女闹僵后的挫折感，让老人一下子陷入了轻
度的抑郁之中，不仅变得不爱说话、不爱笑，有时还会
流下眼泪。“护理人员只能努力宽慰老人，但人进入抑
郁之后，宽慰效果并不太显著。”如今，老大爷由于长

期的心理抑郁，已经达到影响其生活、社交程度的心理
不健康状态，却因为没有及时的心理疏导，而让老人一
度陷入情绪痛苦中。

对于这一现象，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
室曾做过统计，结论显示，我国城市社区老年人抑郁
情绪问题的检出率为 39.86%。 而在合肥养老市场
运营了 5 年的一家养老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他的
观察接触中，40%以上的入住老人存在一些心理健
康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来自于老人的原生家庭。”他介
绍，一方面，有一些老人从家进入养老机构后，会出现
因环境的变化而带来的心理不适应感和孤独感，不能
及时疏解的话，就容易形成一种心理隐患。而更多的
时候，是由于老人在原生家庭中的一些人际纠纷，特别
是子女纠纷，带入了养老机构中，并随着老人离开原来
的家庭而导致矛盾激化。

四成老人需要心理疏导

老人情绪偏激，加重心理抑郁

上周末，合肥市瑶海区一家养老中心的接待室，
聚集了不少人。在人群中间，有一位是前来义务接
诊的心理咨询师李畅（化名）。此次她来的目的，就
是为养老院里老人提供心理咨询和疏导服务。

“许多老人心理抑郁，都是因家事引发情绪偏
激而导致。”李畅介绍，她接触到的那位杨女士 72
岁的老母亲，就是典型案例。

杨女士的父亲是个很能隐忍的人，母亲自年轻
时就脾气倔强、控制欲强，但出于爱情和家庭的责
任，老人还是把日子过了下来。

两年前，杨女士的父亲因为长期积劳成疾、内
心压抑等因素，患癌去世。尽管身边人并没有将这
一责任怪罪到母亲身上，但母亲却因此变得情绪波
动越来越大。逢年过节、隔三差五，杨女士会经常
买些东西去看望母亲，可时间不长，母亲却突然唉
声叹气地说：“我是个无用的老东西了，大家都不管
我的死活。”于是杨女士赶紧把母亲接来同住，可没
住多久，母亲又跟楼下邻居说，大女儿把她拴在家
里，害得她都不能给小儿子带娃了。这可让杨女士
气不打一处来。

李畅说，每位老人虽然都表现为负面或者恐惧
的情绪，但导致闹情绪的原因各有不同，这需要找
出原因、对症下药。“大部分老人不认为自己有心理
疾病，而是一味固执，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却说身边
人不关心自己。”

“自从两年前外公去世后，外婆的性情就发生
了很大变化，不仅经常发脾气，还总会因为一些小
事不顺心，就埋怨儿孙不疼她了。”合肥市29岁的
杨女士有些闹心，她甚至怀疑这样苦劝无效的坏脾
气，是不是什么心理疾病。 日前，市场星报、安徽财
经网（www.ahcaijing.com）记者走访合肥多个养
老机构得知，有心理健康问题的老人已达到四成。
当养老、助浴、养老券、志愿者陪护就医等基本服务
已经在社区、养老院普及后，老年人心理健康引发
的问题，也逐渐开始引起人们重视。如今，合肥不
少养老院开始尝试精神慰藉服务，一些志愿者也主
动走进社区，为老人提供心理疏导，但距离全面普
及，仍有一段不容易跨越的障碍。 ▋记者 曾梅

老年抑郁渐多，四成老人需要心理疏导
业内人士建议，老人心理疏导服务应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在庐阳区长江路上，有一家心理咨询工作室，在“老
人精神慰藉”一栏中，标注为见面沟通、电话问安、亲情
提示，收费标准为 200 元／小时。但负责人也表示，前
来进行心理咨询的大都是中年人，如此高的市场价，阻
挡了大部分老人。

“一说到心理咨询，老人会觉得那表示他或她心理
有疾病，而在传统观念中，只有疯子、脑子有病的人才需
要看心理医生，所以很少有老人愿意接触心理咨询师。”
李畅坦言，就是在平日的沟通中，他们也会安排志愿前

来陪老人聊天、为老人纾解心理的咨询师介绍为志愿
者，便于社区老人们接受。

除了传统观念，收费标准也是让老年人望而却步
的原因之一。“相对于几十元一次的助浴、家政服务，
200 元/小时的精神慰藉服务在老人看来确实过于昂
贵。”工作人员表示，越来越多的社区养老照料中心开
始计划提供“精神慰藉”服务，如何拓展对老人的精神
服务，也成为摆在很多养老中心运营者面前的一个话
题。采访中，不少从事养老行业的业内人士表示，希望
政府部门能考虑把心理疏导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的
范围内，“如果老人自己只需要支付其中的一小部分，
也许会更容易接纳。”

每小时200元咨询费挡住老人

龚维义是合肥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的名誉会长，也是安
徽省著名的老中医，在心理学上有自己的研究。龚维义分
析，老人的年龄越大，对于养老的担忧便越明显，尤其是70
岁以上的老人，精力能力和人际关系等都在衰退，如果没有
子女的精心照料，很容易就会产生心理上的疾病。

“我认为全社会都要加强对老人及其心理健康的
关注，尤其是老人的子女，一定要从心理上多关爱老
人。”除了社会的关注，龚维义建议老人去上老年大学，
多到社区里走一走，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培养自己的
兴趣爱好，让晚年生活丰富多彩，这样就能减轻对孩子

的依赖。
在合肥一家社区，记者看到日间照料室内，许多老

人每天来运动聊天，而社区也正在建立自己的心理辅导
员队伍，建立“银发陪聊”计划，帮助老人舒缓心理压
力。“社区在全社会的养老服务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老人要多和社区沟通。”龚维义建议，“我们经常会听到
有子女对老人说，让你别做你非要做，你做也做不好。
其实，这种什么都不让老人干的方式是错误的，只会让
老人的心里更为不愉快。”专家表示，老年人也需要得到
社会的认同感，需要证明自己活得有价值，所以，子女应
当适当放手，让老人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承担起自己的
部分责任，“只有快乐、健康、平静了，老人才会享受 自
己已经进入老年期的生命状态。”

专家：老人也需要社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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