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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跟着儿孙住
有人以房养老,租金变养老金
有人领着退休金，还赚外快
还有人花钱请保姆，“月光”不累人

养老是笔账
就看会算不会算

昨日，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也是我国第一个法定“老人节”。
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靠退
休金过日子的不足四分之一，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在65岁以上的
老年人中，有近2500万老年人在工作，农村真正靠退休金生活的人口
数2010年为4.6%，这个数字目前还在下降，比10年前还低。

虽然现在有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实改善了一部分老年人的生
活，但养老问题仍然躲不开一个经济账：是延续老一辈的思想，节俭一
生，为儿孙留些财产？是追随年轻人的时尚，向“月光族”看齐，让自己
的晚年生活有滋有味？还是“以房养老”，住进养老院安安稳稳养老？

今年68岁的徐玉娟是地地道道的枣庄人，
45年前，在家人的安排下，徐玉娟和爱人张得
才组建了小家庭。没几年，他们便先后生下了
一对儿女。如今，儿子去了北京发展，女儿也嫁
到了外地。虽然儿子、女儿都很孝顺，常常接两
位老人去各自家中居住，可是住惯了原来的环
境，两位老人还是执意留在家里安度晚年。

为了让老两口有个安逸的晚年生活，一对
儿女没少往家里寄钱，可是两位老人将儿女寄
来的钱都存了起来，他们说，儿女的钱也是一点
点赚来的，不到万不得已这些钱不能动。

据张得才介绍，他是退休工，一个月能拿到
2000块钱的退休金，因为老伴身体不方便，年
轻的时候一直打零工，现在年纪大了，只有不足

百元的基础退休金，加在一起有 2100元，虽然
不高，但两位老人生活得有滋有味。徐玉娟从
年轻的时候就有心脏病，如今年纪大了，心脏
病、高血压的药更是不能少。她算了算，一个
月，她和老伴仅花费在药上的钱就能有1000元
左右，除去每个月 600元的生活费，100元的水
电费以及物业费，家里的钱就所剩无几了。不
过好在去年，张得才老家的房子拆迁补了一套
房子，老两口便将拆迁补贴房卖了，在市区买了
一套住房，通过租房的形式来“以房生钱”，这样
一来，老两口又多了每月600元的租房收入，这
租房子的钱就成了两人的养老金。张得才算了
算，除去日常开销，每月他们还能存下 600元，
房子、票子都不少。

拆迁房卖了买套新房，租金变成养老金
张得才退休金2000元+徐玉娟退休金100元+房屋租金600元-生活费600元-医药

费1000元-水电费物业费100元-日常开销=600元

马玉桂，今年62岁，家住薛城区薛庄小区，
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她每天都精神焕发的。
也许是习惯了年轻时候的奔波，如今的她虽然
已经到了养老的年纪，但仍是闲不住。

马玉桂和丈夫吴国柱都是退休工人，两人
一月退休金能拿到近 5000元，老两口有房住，
一月吃穿用的花费也仅1000元左右，加之两人
的身体都还算硬朗，因此，每月仅剩的工资都够
两人使用的。可是勤劳了一辈子的老两口，老
了还是在家待不住，一有时间就骑着他们的电
动三轮车去学校门口卖棉花糖。

用两位老人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养老金够
花了，之所以会出来卖棉花糖是因为我们不想

闲下来，想找点事做，累了我们就歇歇，闲着没
事的时候就出来摆摊干点，虽然赚得不多，但能
赚点是点。”马玉桂介绍，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如
今孙子都已经成家了，老两口也没有什么记挂
的，平常闲着没事的时候，也会出门走走，去临
近的城市转转，虽然走不远，但旅旅游，身心都
能得到放松。

“现在我们身体还行，等以后身体不中用
了，想去哪儿都没门了，现在趁着能动，想干生
意的时候去卖点棉花糖，既能认识一些新朋友，
又能见见外面的世界，想出去逛逛的时候，就出
去走走，在有生之年才能不留下遗憾。”马玉桂
说。

领退休金，赚外快打发无聊时间
退休金5000元-日常开销1000元=4000元

对于家住薛城区陶庄镇前院山村的王子慧
老人来说，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充实而又幸福
的。

偌大的客厅中，王子慧正抱着自己的重孙
子逗着玩，一旁的墙上挂着孙子与孙媳妇的结
婚照。今年已经 72岁的王子慧，身体还算硬
朗，走起路来也是不疾不徐。老人说，从十几年
前她就搬到了小儿子家里，平日里给小儿子帮
忙收拾家务，有时候也会下地干干农活，“现在
年纪大了，虽然身体一直很好，但是子女们都担

心我干活时太累，正巧重孙子出生，他们就让我
在家帮忙看孩子。”老人慈祥地望着自己的重
孙，讲述着自己的生活。

老人说，她老家在前院山村，一辈子都是
“脸朝黄土背朝天”，年轻的时候干些体力活身
体尚且可以承受，可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体
力越来越跟不上了。虽然自 60周岁后每月可
以领到70元钱的基本养老金，但对于当今不断
增长的物价来讲，无异于杯水车薪。

“后来我和子女们一商量，子女们让我搬到

每月70元钱全上交，儿子给我养老
养老金70元+儿子补贴=日常开销160元

他们那住，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互相有个
照应。”老人表示，自从搬到小儿子家里
后，小儿子就担负起了她的日常开销。不
过她也并不是“白吃白住”，除了每月的
70元钱全部上交给儿子以外，家里的家
务和一些琐事也都成了她每天的“工作”，
虽然并不是非常忙碌，但日子过得很充
实。

“说是负责我妈的全部开销，其实也

没多少钱。本身家里种菜种粮，吃饭基本
都是自给自足，加上我妈也就是多双筷子
的事儿。除了吃饭别的就没什么花销了，
老人家身体健康基本不用吃药，而且她从
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很节俭，平时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衣服也都是我们子女给买，一
月最多也就多出 160块钱的开销。”老人
的小儿子高先生说。

干净明亮的房间内，一名中年男子正
在给一位老人喂饭，在外人看来，这位老
人应该是生活不能自理，而给其喂饭的中
年男子大概是老人的亲人。但事实上是，
老人因脑梗塞导致身体偏瘫，喂饭的中年
男子是老人自己花钱雇的保姆。

老人名叫陈建明，家住薛城区福苑社
区，今年已 79岁，是矿上的一名退休工
人。2001年突发急性脑溢血，虽然抢救
及时捡回一条命，但却从此落下了偏瘫的
后遗症。“虽然从鬼门关前绕了一圈又回
来了，但从此以后生活就无法自理了，这
给我和家人都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陈建
明说，他的老伴早在很多年前就去世了，
只留下 3个儿子与他相依为命，他偏瘫
后，儿子们都主动表示要照顾他的衣食住
行。

“他们都到了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再
加上工作的劳累，太辛苦了，我实在是不
忍心。”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老人毅然决
然地告诉儿子们，他打算用自己的退休金
雇个保姆来照顾自己。起初儿子们听到

父亲的主意后，都站出来表示反对。“首
先，请保姆我们兄弟几个都不放心，毕竟
保姆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照顾父亲肯定
不会像我们哥几个一样尽心尽力；第二，
家中留一个外人，无论说话还是生活都感
觉十分不方便；第三就是，父亲的退休金
用在每月的吃药和日常开销上就已经所
剩不多，再用来雇保姆只怕会入不敷出。”
陈建明的大儿子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顾虑，但在老人
的坚持下，儿子们也感到照顾老人确实使
他们分身乏术，无奈只好答应了父亲。“我
一个月的退休金是 3200块钱，雇保姆花
掉了 1500块钱，每月的药钱大概是 1000
块钱左右，剩下吃饭以及日常开销大概是
七八百元左右，一月的退休金所剩无几，
有的时候甚至还要孩子们给我贴补一
点。”虽然开销大了一些，但陈建明并不后
悔，他觉得就算多花一点钱，但只要一家
人都能忙过来，不至于太累，那就是值得
的。

偏瘫老人不愿耽误子女
花钱雇保姆变身“月光族”

退休金3200元-保姆费1500元-医药费1000元-日常开销700元=0元

结合当前社会中的一些养老问题，不
少中年人纷纷表示出了自己的忧虑。家
住市中区文化路附近的周先生认为，眼下
物价飞涨，虽然退休金也会跟着上涨，但
涨幅明显没有物价的涨幅高，再加上年龄
一大，身体的各项机能逐渐衰弱，病魔也
会对自己紧追不放，好在有医疗保险的能
够少支出一部分开销，但压力依然不小。

“我打算趁现在体力还算不错的时候多赚
一些钱，退休后如果身体不好也不用花钱
找保姆，直接用攒的钱去养老院生活，那
里既方便又有很多年龄相仿的朋友，平时
可以在一起聊天，万一遇到什么突发的急
性病，与在家里相比，还是在养老院更方
便救治。”周先生表示，除了去养老院之
外，他还打算提前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这
样，尽管被保险人在退休之后收入下降，
但由于有养老金的帮助，他仍然能保持退
休前的生活水平。

“我会选择相对保值的分红型养老
险，虽然保底的预定利率比传统养老险稍

低，但每年还有不确定的分红可以获得。
当然有好就有坏，分红的多少和有无，与
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挂钩，所以还是具有
一定的风险，这种类型的养老险适合我这
种既要保障养老金最低收益，又不甘心只
拿固定收益的人。”周先生介绍道。

不仅周先生认为商业养老保险可以
养老，家住薛城区泰山路上的郭女士也是
这样认为的，有所不同的是，郭女士选择
了最为保守传统型养老险，“虽然这种保
险存在贬值的缺点，但它的回报固定，是
风险最低的类型。我这人一直都比较谨
慎，对于冒险的事情从来不沾身，所以我
还是觉得这种类型的养老险适合自己。”
此外，郭女士表示养老理财虽然是为了老
年生活，但并不意味着到了退休后才开始
储蓄理财，而是在有劳动能力、收入稳定
的时候就要开始规划打理，通过合理的资
产配置，让自己的养老金“钱生钱”。

（记者 董艳 特约记者 寇光）

中年人担忧养老金无法满足养老需求
部分选择商业养老险

（（记者记者 董艳董艳 摄摄））

日前，峄城阴平镇为敬老院老人查体，建《健康档案》，
并发放免费药品。 （记者 孔浩 通讯员 苏新伟 摄）

10日，爱心人士范辉为齐村镇敬老院老人送去了价值
2万余元的太空被。 （记者 邵士营 摄）

10日，滕州龙泉广场庆“重阳”体育舞蹈展演如期开始，
老人中最小的52岁，最大的78岁。（特约记者 侯志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