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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测结果，近期我省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持续上升，以甲型中的
H1N1亚型为主。全人群都对甲流普遍易感，孕妇、婴幼儿、老年人和慢性
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流感后危害更为严重。那么，要如何应对甲流？家
里是否需要备药？就市民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我省权威专家。

甲流高发 家人“中招”怎么办？
专家：全人群易感，要做好防护，出现重症要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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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不下的儿女 回不去的故乡
记者采访多位背井离乡的“老漂族”，走进他们的生活

随着城市化、老龄化进程加快，一个特别的群体走入大众视野：他们像“候鸟”一样离开家乡，“漂泊”到新城市，
或帮助子女料理家事，或异地养老，或务工经商。这群随迁老人，也被称为“老漂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随迁老人有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
43%。日前，记者采访了几位身在福州的外地老人，走进他们的生活。

68岁的杨瑞琴来榕已
近 10 年，对于多年前离开
老家南昌的那一天，杨瑞琴
依然记忆犹新。“女儿在福
州工作，我本想劝她放弃、
回老家工作，但最后还是尊
重她的想法。”退休后，杨瑞
琴来到福州照顾女儿。

“福州是个宜居城市，
但和老家相比，菜的口味不
一样，说话口音不一样，身
边的人也不一样，我哪哪都
别扭。”杨瑞琴说，因为不习
惯，一度想返回家乡。

“机缘巧合下，我在
2013年得知福州市老年大
学招生，想着刚好填补空闲

时间，就报名了。”杨瑞琴表
示，在福州市老年大学的学
习生活给予了她更加开阔
的视野与交友机会，从原来
只能通过女儿介绍认识朋
友，到现在可以在每个学期
的课堂上结交同好，令她十
分开心。

逐渐扩大的朋友圈让
杨瑞琴对福州产生熟悉感，

“福州每个地方都有我的朋
友，平时约着去对方家里做
客，或是一起在城里逛逛，
慢慢地，我喜欢上了福州”。

为了进一步融入福州，
杨瑞琴在 2018年加入三坊
七巷“福州市老党员志愿者

服务站”志愿讲解员的队
伍，退休前是语文教师的
她，用备课的认真劲头记录
与三坊七巷有关的历史，并
向外地游客分享。“三坊七
巷是福州的城市名片，我越
了解它，越能感受到福州的
魅力。”

现在，杨瑞琴已经将福
州视为“第二故乡”，并稳稳
扎根于此。“我觉得自己一
定程度和那些‘北漂’‘沪
漂’的年轻人一样，只不过
我年龄比较大。”杨瑞琴说，

“我还让老家的朋友同事们
老了也来福州定居，这么美
好的城市，谁不爱呢？”

老漂族们的生活并非
一帆风顺。五年前，65 岁
的冯先生从南平来到福州
照顾小儿子。开启人生新
阶段的同时，冯先生也生
出一丝焦虑：虽然同说福
州话，但这里没有认识的
朋友，更没有熟悉的生活
圈，每次出门都生怕迷
路。冯先生说：“孙女喜欢
出门玩，可我连西湖怎么
走都不知道，只能每天带
孙女在小区活动——我甚
至需要在小区里认路，才
能找到家所在的楼栋。”

冯先生坦言，作为老
漂族，他的生存能力并没
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
长，反而下降到“接触新事

物都是挑战”。原来喜欢
在公园溜达、与熟人唠嗑
的他，在这里反而不敢开
口：“他们已经形成固定圈
子了，我不好意思上前，怕
没有共同话题、自讨没
趣。”

“到现在我还觉得束
手束脚的，变成了一个需
要儿子照顾的‘老小孩’。”
冯先生说，“还是老家好，
可是我又放心不下孙女，
只能再待几年，等孙女上
初中了再说。”

而几年前从福州远赴
苏州女儿家的钱女士与老
伴则苦恼于异地就医问
题。“我不太了解现在的医
保异地报销政策，也不知

道要问谁。听邻居说可以
用手机报销，我和老伴捣
鼓了半天也没搞明白。”钱
女士无奈地说，“我们老人
家对这些科技不了解，最
后只能求助女儿。”对此，
钱女士选择回福州休息时
买上许多药，再返回苏州。

“大人小孩去上班上
学了，我们做完家务、买好
菜，就不知道该做什么
了。”钱女士说，虽然与老
伴一起在苏州，但更多的
时间里，两个人只能与电
视节目大眼瞪小眼，比在
福州时还孤独。“有时候想
着，出钱给女儿家请个保
姆，但是又舍不得女儿一
家，真难啊！”

对于老漂族的生活情
况，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吴莹莹
指出，大部分老漂族面临着
物质环境与心理环境的“双
困境”，多数老漂族年龄区
间在 50岁到 60岁，此时他
们的认知能力和适应能力
正在下降，对陌生环境存在
一定程度的排斥与不适应。

同时，老漂族还需要
重建新的人际关系。“特别
是农村到城市的老漂族，
与旧友的联系减少，也与
新居住地的居民少有交
流，也缺少社会支持。”吴

莹莹表示，不顺畅的语言
沟通也是造成老漂族不适
应的原因之一，“语言壁垒
会打击、消磨老漂族的交
流欲望与积极性”。

另外，吴莹莹提到：
“很多老人在孩子家从主
导者变成帮助者，这导致
老人缺乏自主意识与主导
权，他们会觉得失去了对
生活、对自己人生的控制，
因此常常感到不安。”

吴莹莹建议，假如老
人决定搬迁至新居住地，
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与
家人、特别是老伴一同前

来，保持人际关系的熟悉
感。假如独身前往，则需
要在一开始尽力克服孤
独，可以尝试突破自己，多
尝试新鲜事物，多逛一逛，
对周围环境逐步熟悉。

吴莹莹也强调，作为
子女，应该多陪伴老人。

“如果老人出现和预期不
一样的行为，孩子要多深
入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
的，并且尽快妥善解决。”
吴莹莹建议，孩子不要将
老人视为“保姆”，“尊重、
理解与支持，是他人能给
予老人最好的‘安心剂’”。

老漂族需要尊重、理解与支持

陌生的环境、孤独的人际关系

主动融入生活圈，稳稳扎根

N海都记者
陈逸之/文

受访者供图

□问答

如何预防甲流？
戴口罩，保持手卫生，

注意社交距离，勤通风，是
预防流感病毒的有效手
段。幼儿园、中小学校，如
果班上有孩子发烧，建议
让发烧的孩子回家休息。

感染后怎么办？
出现流感症状后，建

议居家休息，单间居住，保
持房间通风，尽量减少与
他人接触。多饮水，饮食
应易消化和富有营养。如
出现持续高热或有重症倾
向，应及时就医。

感染甲流后，主要表
现为高热（体温可达 39~
40℃），常有咽喉痛、干
咳、鼻塞、流涕等呼吸道
症状，可能伴有畏寒、寒
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
乏力、食欲减退等症状。
也有部分患者症状轻微
或无症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丁
海波主任医师提醒，如果
体温超过 39 摄氏度，全
身症状比较严重，比如发
热、浑身酸痛和难受，甚
至出现咳嗽、气短等情

况，应该及时就医。特别
是 5 岁以下儿童、老年
人、孕妇及有基础性疾病
的人群可能引起并发症，
需要警惕。

治疗甲流可以使用
抗病毒药物，症状比较重
的感染者、有重症高风险
的高龄老人和有基础疾
病的人群，抗病毒药物越
早使用越好，在 48 小时
内用上效果最好。抗病
毒药物总体安全性很好，
但也有一些不良反应的
问题。因此，使用抗病毒
药物之前，最好咨询医生。

省疾控中心应急所所长
欧剑鸣主任医师介绍，冬春
季是流感高发季，流感病毒
按其核心蛋白可分为甲、乙、
丙、丁四种类型。在人群中
呈季节性流行的流感病毒是
甲型(H1N1亚型和H3N2亚
型) 和 乙 型 (Yamagata 系 和
Victoria系)流感病毒。相较
于乙型流感病毒，甲型流感
病毒在自然界中的宿主众

多，更易发生突变或重配，造
成其在人群中快速传播，历
史上多次大规模暴发的流感
都与甲型流感病毒有关。近
期我国多地流感患者增多就
是由甲型H1N1亚型所致。

“每年都会有流感流行，
很多人都感染过，身体存在一
定免疫力，之后再次感染后症
状就轻了。”欧所长说，感染流
感后，短时间内身体会产生抗

体，形成一定的免疫屏障。新
冠疫情3年多来，绝大部分人
防护做得好，没有感染目前
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全
人群都是流感的易感人群，
而且感染流感后比普通感
冒的病程更长、症状更重，
一些特殊人群还可能出现
较严重的并发症，因此要引
起重视，做好防护工作，包
括接种流感疫苗等。

警惕重症，使用抗病毒药物遵医嘱
N海都记者

林宝珍

冬春季是流感高发季，要做好防护

杨瑞琴（中）主动加入志愿讲解员队伍，为游客讲解三坊七巷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