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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啃老”正流行：
是年轻人晚熟，还是老人不放手？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文/图

“外婆等我”“奶奶抱抱”“爷
爷出去玩”……这个假期，小区、
游乐场孩子们口中喊出外公外
婆、爷爷奶奶的频率似乎比爸爸
妈妈还要高。

“孙女生活几乎都是我管，儿
子儿媳是‘甩手掌柜’。”市民刘
阿姨说，她出钱出力，晚年生活
倍感压力。

记者调查发现，一股“新型啃
老”的风潮在株洲悄然兴起，与
传统“啃老族”不同，这批年轻人
大多拥有稳定职业和收入，却频
繁带着孩子回父母家蹭吃蹭喝，
令老人晚年生活倍感压力。

今年 70 岁的黄师傅，本应尽享天伦、安度晚年，

现实却并非如此。自从退休后，他的晚年生活却变

得异常“艰辛”。

“起初，只是帮忙接送孙子，后面要承担孙子们

的学费、日常零花。”黄师傅说，每到周末，儿女两家

人都会“回家看看”。这本应是黄师傅最期待的时

刻，但现实却让他倍感压力。因为小一辈来了什么

都不做，买菜、做饭、洗碗等活儿，全都落在了他和

老伴儿的肩上。每次孩子们走后，两人都要歇上好

两天才能缓过来。虽感到吃力，但出于对子女的

爱，他还是默默承受了。

让黄师傅感到无奈的是，近几年儿子和女儿总

是以各种名义从他这里拿钱，虽然每次都说是“借”，

但从未还过。黄师傅心里明白，自己已经被当成了

“自动取款机”。有一次他生病住院，医保卡、银行卡

等都被儿子拿走了，从此他需要用钱都得找儿子要。

黄师傅的经历并非个例，这种新型“啃老”现象

在如今的社会中并不少见。许多老人在退休后，不

仅没能享受到应有的晚年生活，反而成了子女的“保

姆”和“取款机”。

株洲的言阿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她的

女儿大学毕业两年，却一直以备考公务员为名，在家

过着悠闲的生活。逛街、聚会、旅游成了她的日常，

而备考却只是偶尔的“蜻蜓点水”。面对这样的女

儿，言阿姨忧心忡忡，却又束手无策。

记者获悉，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进行了统计：在

城市中，超过一半的家庭上演着“老养小”的戏码，

大约三成的成年人还在依赖父母的经济支持。在

这背后，是无数被亲情“绑架”的父母，在进退两难

的境地中挣扎。

天元区的刘阿姨，原本满怀期待地搬到了儿子

家，想着能够好好享受晚年生活。谁知，现实却给她

来了个“大反转”，她不但没能悠闲自在，反而成了家

中全职保姆，每天过得辛苦又劳累，还得倒贴一部分

退休金。

在外人眼里，刘阿姨可是个有福之人。他们总

说：“儿子那么孝顺，年纪轻轻就成家立业，还主动把

妈妈接到身边照顾。”每当听到这话，刘阿姨总是苦

笑不已，心里暗自嘀咕：“哪里是什么享福，简直就是

换了个方式继续‘劳作’啊！”

每天，刘阿姨都要忙着给孙子孙女做饭、洗衣、

打扫卫生，还要陪着他们玩耍、学习。这些琐碎的事

情让刘阿姨忙得团团转，几乎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

刘阿姨的困境，其实是无数“中国式”父母的写照。

每次提起现在的生活，刘阿姨都感到有苦难言。

她不想抱怨，也怕给儿子添麻烦，只能默默承受着这

一切。她心里盼望着，有一天儿子能够真正理解她的

辛苦和付出，能够让她过上真正舒心的晚年生活。

看到刘阿姨的遭遇，我们不得不正视一

个现象：新时代的年轻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生活压力，啃老似乎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工资没有显著增长，生活成本却在不断

攀升。”80 后市民张谦说，如今买房成为一项

艰巨的任务，即使事业有成的年轻人也感到

压力大。“每个月偿还房贷、车贷，养育孩子的

成本不断增加，哪里还有多少钱给父母。

不少受访者认为，各种经济压力使得许

多年轻夫妻在事业与家庭之间难以抉择，所

以才选择请退休的父母帮忙照顾孩子和家

务，“都是社会压力和现实困境所迫”。

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这种依赖父

母的行为，是年轻人逃避家庭责任的表现，是对

老一辈人的不尊重。他们指出，年轻人应该学

会独立承担责任，而不是将压力转嫁给父母。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从

事人口学研究 30 余年，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

展，年轻人的成长期变得越来越长，表现为他

们普遍晚熟，也更依赖父母。

“各种形式的啃老流行，其实都是多种社

会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现象，因此要缓解这个

问题，也需要政府、社会等各方协作形成合

力。”李伟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帮助年轻人

树立更多的奋斗精神和责任意识，“无论是进

入职场，还是建立家庭，这些敢于面对困难和

挑战的品质，对人一生的成长都非常重要”。

在当今社会，各种形式的“啃老”现象日

益流行，这不仅仅是青年一代个体的选择，更

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市民刘夏生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与关

爱是无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关爱逐

渐演变为父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乐于为

子女提供各方面的帮助。这种帮助往往超出

了传统意义上的抚养，涉及到子女的生活、购

房、育儿等多个方面。

“但并非所有父母都乐于或能够承担这

种帮扶责任。”刘夏生说，有些父母因为经济

压力或其他原因，只能无奈地接受子女的“啃

老”行为。而有些子女则通过“道德绑架”的

方式，迫使父母为自己买单，这种行为无疑是

对父母情感的伤害。

专家指出，“新型啃老”现象并非简单的

道德问题，而是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

方面的复杂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

府、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政府可以出台相

关政策，提高年轻人的福利待遇和就业机会；

社会可以加强对年轻人的支持和帮助，提供

更多的资源和平台；个人则应该增强独立意

识，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在采访过程中，我听到了许多年轻人的

心声。他们渴望独立，但又无法摆脱现实的

束缚；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

状，但又感到力不从心。我也看到了希望。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

义务，他们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争取

早日实现经济独立。大家也别一味地责怪年

轻人了，咱们得一起努力，让社会更加公平、

和谐，让年轻人能够轻松愉快地生活！

1
从天伦之乐到“啃老”保姆

2 “新型啃老”正在流行：
父母被亲情“绑架”

3
年轻人亟须培养责任意识

4 “啃”与“被啃”：
社会症结需共同解决

记者手记

隔代带娃，不只是责任，或许也是爱的延续。

网友热议“新型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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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惹人留影 忙了陪拍师们
从早拍到晚，有人日入2000元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又是一年花开时，踏青赏花，怎么少得了拍照？
最近，一种名为陪拍的新兴职业又火了起来。

陪拍师们主打陪伴式拍照，以较为平价的费用、轻松
随意的形式和高效的出片率，得到了年轻人的青
睐。不少摄影爱好者也当起了陪拍师，有的摄影师
周末日入2000元。

株洲春日花卉盛景下，陪拍到底有多火？

3 月末，湘江风光带上的

樱花、桃花等竞相绽放，市民纷

纷踏春“追花”，感受春日氛围。

蓝天白云下，绿树红花下，

市民赏花之际，都会拿出手机、

相机拍照，甚至有不少市民还

会带上专业的相机、反光板，用

镜头留住春天的美好。

90后李龙是一名露营爱好

者，也是一名摄影师，在株洲有

一个 400 多平方米的摄影工作

室，主要拍儿童、婚纱，也会承

接婚礼跟拍等业务。

前段时间，天气晴朗，花开

似锦，李龙便和朋友相约去河

边上露营，顺便用镜头记录春

天。

“天气好，景美，有时随手

一拍都能出佳片。”李龙看到沿

江风光带上人流如织，便和摄

友汉溪商量，“干脆我们一边露

营，一边出摊给游客拍照吧？”

专业的相机、修图的电脑、

相框，李龙还在草坪里树起了

“照片墙”，展示自己的摄影作

品。就这样，李龙和汉溪的摄

影小摊在五桥下开业。

“只要 10 元一张，不满意，

不收费。”李龙向路过的市民介

绍自己的约拍业务，“需要打印

的话只要再加 1 元打印费，就

可以把春天留在照片里。”

起初，有市民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找李龙拍照。“果然是专

业的，不用修图的原片，都可以

发朋友圈啦！”市民张女士是李

龙的第一位顾客，拍完后选了

16张照片。

手持各种摄影器材，游走

在花丛间的“约拍摄影师”在株

洲各景区频现。

“最近约拍的人多，周末排

得非常满，只要天气好，工作日

也不缺单子。”李龙说，3 月中

下旬，花陆续盛开，每天都排不

开时间。

3 月 31 日，周日，天气好，

李龙和搭档从早上 9 点拍到晚

上 9 点，晚上 11 点才到家。“虽

然牺牲了周末休息时间，对于

这门副业的收入也很满意，赚

了 2000多元。”李龙说。

最近的约拍主题中，樱花、

桃花、郁金香是顶流。“去湘江

风光带沿线拍的

最 多 ，晚 上 拍 以

五桥为背景也很

出 好 片 。”李 龙

说 ，找 他 拍 照 的

人群，不少是游客。“一边赏景，

一边聊天，有合适的地方就停

下来拍照。”

喜欢拍照的张阳最近也兼

职做起了约拍。“周末天气好的

话，最多一天能赚近千元。”

“这周末已经全部接满了，

今天要从上午 11 点一直拍到

下午 4 点。”张阳说，现在的株

洲春意浓，大街小巷都被花包

围着，很多地方都火成了拍照

打卡点，“湘江风光带的樱花、

桃花、郁金香，挽洲岛的油菜

花、桃花，最近都特别受欢迎。”

“‘少女与花’是春日约拍

最受欢迎的主题，收获好看的

照片，是游客的主要目的。”李

龙向记者介绍，春季约拍订单

多为顾客通过社交平台线上预

约，随着订单量激增，不少订单

需赶在花期内完成拍摄。

李龙说，除了拍花，不少市

民也会要求拍五桥、烟囱等城

市特色建筑，以此来表示对城

市的热爱。

每 次 出 摊 前 ，李 龙 都 会 提 前 一 天 准

备好所有拍摄的设备，包括手机、单反相

机等。

李龙说，比起专业约拍，陪拍更生活

化，对摄影的要求相对没那么高，但能满足

大家发九宫格朋友圈的需要。

对于独自出游的人来说，想拍出好看

的照片，又怕麻烦陌生人，就会找一名陪

拍摄影师，同时这也是一种消除社交孤独

的新办法。

陪拍摄影师有时候就像是旅游搭子一

样的存在。李龙与记者分享，“拍照的时

候，我会代入朋友一样的角色，多给顾客提

供情绪价值，还会给他们介绍好玩的景点

和美食。”

网友“半口奶酪”告诉记者，“自己拍照

都很僵硬，不知道摆什么动作，摄影师很

懂，知道怎么摆、什么角度拍出来好看，必

须给摄影师加鸡腿。”

李龙因拍照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抖

音也涨粉不少。

“现在每天空闲时间还要回复粉丝的

问题，他们主要是通过抖音、微信约拍。”李

龙说，有些约拍的网友，会自己化好妆，准

备好拍照道具，给照片增加氛围感。

李龙拍的最多的是全家福、亲子照，有

年轻父母带着小孩、也有子女带着年迈的

父母。让李龙感动的是，有一个中年男子

带着年迈的母亲来河边散步、赏花，我们给

他母亲拍了一张与花的照片，他母亲看到

照片后感动得哭。

为什么陪拍这么火？在不少人看来，

其不仅在于拍，更在于陪。

不过，随着入局的摄影师越来越多，陪

拍师也有良莠不齐的情况，对此也有不少

网友发帖吐槽。“现在这一行有些鱼龙混

杂，想体验陪拍的消费者要谨慎选择，尤

其要提高安全意识，防止上当受骗。”有业

内人士说。

不少人认为手机的出现，摄影行业成了

夕阳产业。但事实上，正因为移动互联网的

到来，晒图成了刚性需求，让摄影业面临挑

战的同时，也充满机遇。

以前，户外拍摄主要是婚纱摄影。现在

越来越多人的审美更追求自然，所以亲子

照、个人写真也开始走向“户外风”。

有业内人士分析，不管是室内摄影工作

室，还是户外约拍、陪拍，都迎合了不同人的

需求。每个行业都在优胜劣汰，但生存下来

的绝对都是有自己的优势存在的。

“随着手机、相机的普及，摄影的门槛越

来越低，但是在技术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李龙自信地说，户外风的兴起正是我们展示

技术的机会。

李龙告诉记者，摄影原本是一个复购率

非常低的消费项目，要通过产品创新，精准定

位客户的需求，就可以将摄影打造成一个高

频的消费行为。未来，他将根据不同季节的

特点，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把低频消费变

成高频，用更多形式为客户留住幸福的模样。

精准定位顾客
需求，就是商机

在新消费 、消费升级的大背景

下，人们的消费需求也在变化。要不

断满足人们日益变化的需求，不仅要

练好内功，还要创新产品和服务，提

供多元化的消费场景和消费形式。

约拍陪拍的兴起，就是摄影行业

不断精准定位顾客的需求，打造了新

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创造足够的

“消费理由”，自然摄影业不会因为手

机、相机产品的兴起而被淘汰。

记者手记

1
用镜头留住春天的美好

2
从早拍到晚，日入千元

3
不仅在于拍，更在于陪

4
是挑战，也是机遇

李龙在湘江风光带陪拍的“少女与花”。

受访者供图
为了给顾客找到最佳角度，李龙趴在地

上拍照。 记者/刘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