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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 榆 晚 晴

■刘春亮
我居住小区的保洁员老王60

多岁，总是穿件灰色夹克衫。虽
天天与垃圾为伴，他却不邋遢。
老王打扫卫生前就在夹克衫外加
一件蓝色大褂，推着垃圾车，车
上带着垃圾斗和大大小小几把扫
帚。清扫时，他双手握着扫帚
把，顺着路面认真地扫着，像演
奏一曲单调的歌儿。他的扫帚看
上去与普通扫帚并无两样，细心
的人却发现他在扫帚头上缠绕了
一些废旧的绒线，这样扫出的地
面很干净，行人走上去便有好心
情。

老王上午的任务主要是清扫
小区主干道、背道、花园曲径、
楼道口等，偶尔也抽空干点儿其
他活，例如运送垃圾、整理劳动
工具等，都是见缝插针干的。下
午老王一般会在小区草坪上拔
草，或者擦楼梯扶手、捡白色垃
圾等。拔草时他如同大夫给病人
把脉一样细心。擦楼梯扶手时，
他左手提半桶水右手拿块儿破毛
巾，一直爬到顶层，从上往下
擦。每到转弯处就擦抹得格外认
真。老王日复一日、默默无声地
干活儿，从没有怨言。

我家对门住着年近八旬的张
老师，子女都在国外工作，平时

一个人居住。她家卫生间的马桶
使用多年，一天突然渗漏，急需
更换。张老师犯了愁：安装新马
桶不难，但拆下来的旧马桶不好
处置。按小区物业的管理规定，
类似马桶一样的旧物必须自行处
理。正在张老师为难之际, 老王
来了。他指着旧马桶对张老师
说：“这东西没用了吧？我帮你
扔掉吧。”“好！好！”张老师连
连应着。这时老王拉着车掉过
头，车屁股稳稳地停在旧马桶
前。“你让人抬下楼时我就瞅见
了，就想着你不好处理，我给你
拉走。” 老王一边说着一边把马
桶搬上车。

张老师眼睛有些湿润，一把
拉 住 老 王 的 胳 膊 ：“ 王 师 傅 ，
走，俺得请恁吃顿饭！”老王笑
着说：“您别见外，谁不用谁
哩！”说完就拉着车走了。

老王名叫王晓阳，家住河湾
村，离城区约有10公里，与我老
家在同一条乡道上，每次我回老
家正好从他的村子穿过。他早年
在冶金厂工作，翻砂、制轮、做
模型样样在行。他踏实能干、技
术过硬，入了党，当过厂里的劳
模。但他从不显摆，像老黄牛一
样埋头工作。退休后，他感到闲
着无聊，就找到在城市管理物业

的一个远房亲戚谋了个小区保洁
员的差事。他很珍惜这个工作机
会，干起活来很卖力。

去年的一天晚上，老家大叔
突 然 打 来 电 话 ， 让 我 回 去 一
趟。大叔无儿无女，小时候待
我像亲人一样。他平时很少打
扰我，这会儿来电话肯定有急
事。

我穿衣下床，开车回老家。
轿车跑到离城10公里处时左轮突
然爆胎。“这可咋办哩？”我急得
团团转。虽说车内有备胎，但我
不会换。这时我想起老王家就是
附近村的，微信群里有他的联系
方式。但我又想：深更半夜的，
打扰他不合适。左思右想，最后
还是打开了微信群，和老王通了
话。听到我的声音他很惊讶，了
解情况后问：“车在哪里？”我回
答位置后他便挂了电话。不一会
儿老王就赶来了，二话没说脱了
上衣就开始换轮胎：“这活儿我
干过！”半个小时后，轮胎换好
了。我很感动，掏出钱酬谢他，
他很生气：“我是图钱哩？快赶
路吧。”我既感动又愧疚，只得
驾车离去。

后经医院检查，大叔患了急
性阑尾炎，幸亏送医院及时，不
然就会有生命危险。

保洁老王

本版真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如
果您平常喜欢写写画画，这里为您提
供一方展示自我的平台。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的心得，家庭生活、祖孙相
处的动人瞬间，邻里、朋友之间的温
情故事，外出旅行的所见所闻，发生

在身边的新鲜事，在养生、健身方面
的经验等，您都可以动笔写下来，与
大家一起分享。您的书法、绘画等艺
术作品，或者生活中的巧手小制作
等，也可以在这里展示。投稿请采用
电子版，书画作品拍成照片，写清楚
姓名、年龄、地址、联系方式，发送
至信箱 13938039936@139.com。联系
电话：13938039936。

征稿

▲乐在其中（国画） 袁国征（62岁） 作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他们相知相守 50 多年，形影不离，

恩爱有加，深情诠释着“陪伴是最长情
的告白”；他们志趣相投，默契十足，被
大家称为“神仙眷侣”。他们就是74岁的
沈德昌和75岁的葛俊梅夫妇。近日，记
者对夫妻俩进行了采访。

夫妻同台 合演豫剧

葛俊梅 13 岁就到市豫剧团工作。
1962 年，15岁的沈德昌考入市豫剧团。
同为豫剧团演员，沈德昌和葛俊梅初次
接触还发生了误会。“他是新来的，我
不认识，还以为是外来人员闯进来了，

就让他赶紧出去。”回忆起当时的场
景，葛俊梅和沈德昌都忍俊不禁。成为
同事后，沈德昌和葛俊梅有很多交流的
机会，他们越走越近，于 1970 年结
婚。

多年来，沈德昌和葛俊梅从没有红
过脸、吵过架。刚结婚时，两人住在豫
剧团的宿舍内，面积很是狭小，仅能摆
放两张床。孩子出生后，住所更显拥
挤。然而即使生活条件不好，他们也从
不抱怨对方，都努力工作，用真情守护
着这个家。

由于夫妇俩都是演员，所以经常
同台演出。他们合演的 《白莲花》 深
受观众喜爱，每到一地演出，台下都

是掌声雷动。当年，豫剧团演出时需
要用板车推着服装箱、化妆箱等物品
走很远的路，团里没有专门推车的人
员，演员们就轮流推车。大家背着行
李，你拉我推，有时还要翻山越岭，没
有好体力很容易生病。有一次，由于连
续演出，葛俊梅生病了，但她第二天还
有演出。沈德昌了解妻子的执着，不会
因为病痛而中断演出，就悉心照料，并
给她加油鼓劲。第二天，葛俊梅带病登
上舞台，演出很成功。看着台上的妻
子，沈德昌眼角湿润了。他们坚守共同
的艺术理想，给群众送去喜闻乐见的节
目，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因多年积劳成疾，沈德昌患上了腰
椎间盘突出症，腰疼起来时躺在沙发上
不能动。为了治病，他去过不少地方、
接受过各种治疗。每次治病葛俊梅都陪
在他的身边。经过治疗，沈德昌可以自
由活动了，但不能干重活儿，也不能坐
高板凳。从此，葛俊梅承担了所有家
务。出门在外时，她时刻注意着沈德昌
德的一举一动。

弹弦唱戏 形影不离

1988 年沈德昌调到市杂技团工作，
1986年葛俊梅调到漯河剧院工作，都离
开了舞台。因为工作忙碌，两人平时很
少唱戏。20世纪90年代，葛俊梅和沈德
昌先后退休，他们一起在家照顾孙子，

又“捡”起了以前的专业。在豫剧团工
作时，沈德昌学会了弹三弦，他和葛俊
梅经常一个弹弦、一个唱戏，配合默
契。“我们俩都喜欢豫剧，这也算是自娱
自乐，在戏曲方面感觉总有说不完的话
题。”葛俊梅说。

多年的共同生活，沈德昌和葛俊梅心
心相印，无需言语，一个眼神、一个手
势，就知道对方想要做什么。“我们经常
会不约而同说出同一句话，连开口的时间
点、说话的语气都一模一样。”葛俊梅
说。不仅如此，她和丈夫一起买衣服时常
常看中同一件衣服，看电视时也会喜欢同
一部剧。“我感觉身体哪里不舒服，一问
他，他也觉得那里不舒服，挺神奇的，就
像有感应似的。”葛俊梅说。

沈德昌和葛俊梅经常和朋友们一
起唱戏。每次葛俊梅都替沈德昌背着
乐器，到地方后将三弦放在指定位置
上，并为沈德昌找好弹弦时用来垫脚
的小砖头，为他在旁边放上茶水。

“不管做什么事我们俩都一块儿，对
方离开视线时间长一点儿就会担心。”从
年轻到现在，沈德昌和妻子从没有分开
过。朋友们知道他俩形影不离，每次聚
会都会邀请两个人一起参加。

如今，年过七旬的沈德昌和葛俊
梅更是形影不离，早上一起遛狗、买
菜，下午一起唱戏。“他每天骑电动三
轮车带着我出去转转，我俩谁也离不
开谁。”葛俊梅说。

你弹弦来我唱戏 相亲相爱半世纪

健脑游戏

请在右图每行空格
里填入适当的字，共组
成16个带“牛”字的成
语。

趣填成语

通过将4个点进行连
接，在图形中总共能制
造出多少个正方形？（注
意：正方形的角必须位
于点上）

画正方形

■王保江
整理抽屉时，一张照片不经意间掉落

下来。这是一张我在军营时的照片，30多
年前的军旅生涯不由得浮现在眼前。

记得那是新兵开始训练的第一个周
末，我迫不及待地从首长处借来大盖帽，
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老乡为我拍下了第
一张在军营的照片。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
美滋滋的，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那一年，我满怀对军营的向往，离开
父母，胸前戴着大红花，在锣鼓和鞭炮声
中把青春的洒脱装进背囊，迈着坚实的脚
步，走进海军军营。

新兵生活既艰苦又紧张。要想从一名
普通青年转变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就得
洒下无数汗水：站军姿、走齐步、踢正
步、喊口令、越障碍、练体能……一天天
的重复训练，风里来雨里去，寒风中练
到汗流浃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新兵的
紧急集合：一阵短促的哨声打破寂静的
夜，在慌乱中常常穿错鞋、拿错腰带，
挎包、水壶、洗漱用品散落一地。我们
背起几十斤重的装备，最短也要跑上五
公里。

新兵生活同时又被浓浓的思乡情所萦
绕。每次写信，长长的话语总是伴着浓浓

的牵挂。把信郑重其事地交到通信员手
中，临走还不忘叮嘱早点寄出。之后便是
幸福的等待，跑到军营房顶眺望故乡，期
盼亲人的家书能早点寄来。

忘不了第一次拿起电话和亲人通话时
无法抑制的抽泣，忘不了在党旗下宣誓、
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难以掩饰的喜悦，更忘
不了第一次在军营中过的生日……就这
样，我的无数个第一次留在了军营里。

看着手中的照片，虽然军营生活已远
去，但藏在心底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时间而
淡忘。火热的军营生活磨炼的是人的意
志、净化的是人的灵魂，我永远不后悔把

青春留在了军营。
如今我们已不再年轻，生活的沧桑在

每个人身上都留下清晰可辨的印记。当兵
那段时光多么美好！每当回首，仍会油然
而生几分自豪。在海滩哨所，我和战友留
下了汗水和脚印；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
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练就了坚强的意
志。我曾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和着那个年
代的节拍，坚定地履行一名的军人义务和
职责。

今天我无比怀念军旅生涯，时常追忆
青春岁月，更不能忘记那片战斗过的土
地。我珍惜过去，更期待美好明天！

追忆军营岁月

沈德昌和葛俊梅夫妇。

身边好人

▲书法 戴金昉（57岁） 作

往日情怀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社会工作师 王晓景

案例：
李大爷今年68岁，退休职

工，老伴一年前去世。李大爷
患有轻微脑梗，子女忙于工
作，日常无人照顾他。李大爷
经人介绍认识了离异的宋阿
姨，比他小10岁。两人仅认识
两个月便匆匆结婚，谁知生活
一段时间后矛盾频生。婚前李
大爷的儿子就对父亲再婚非常
抵触，认为自己被人笑话、抬
不起头，同时认为宋阿姨不是
单纯地因为感情和父亲在一
起，是贪图他们家的房子和
钱。因此家庭关系很僵，李大
爷尴尬，宋阿姨委屈。婚后两
人生活习惯也有很大差异：宋
阿姨喜欢安静，李大爷喜欢热
闹；李大爷吃饭口味重，宋阿
姨则口味清淡。每次有争执，
李大爷就沉浸在往事里，念叨
亡妻的好。这让宋阿姨心里很
不是滋味，后悔当初草率再
婚。

分析：
两情相悦的“黄昏恋”不

仅让老人拥有愉悦的心情，还
能平添家庭的和谐。但现实中
老年人再婚往往要面对观念的
转变、子女的阻挠和舆论的压
力等种种问题。

大多数人认为老人再婚只
不过是找个伴儿搭伙过日子，
只注重彼此可以交换的资源，
忽视了再婚的感情价值。另外
老年人再婚大多仓促，缺乏长
时间的了解和磨合，婚后才发
现双方存在较大的性格差异。
成年子女往往怕他人议论、怕
赡养负担过重、怕财产分割，
多不支持老年人再婚。尽管社
会在不断进步，但传统观念和
社会舆论对老人离婚、再婚的
宽容和接纳程度依然非常有
限。

对策：
首先老年人要树立正确的

再婚价值观，切忌为了摆脱一
时的孤独而头脑发热选择再
婚；要与子女提前沟通好，获
得他们的支持。从决定再婚的
那一刻开始，要重新调整心
态。因为婚姻本身需要学习，
再婚意味着与一个新的对象共
同开始新的生活，而非旧生活
的延续。其次要加强婚前了
解，两人可以多参加旅游、聚
会等活动，在相处过程中了解
对方的性格、爱好及健康情
况、文化素养、饮食习惯、经
济状况等，另外也要深入谈谈
彼此的过往、子女的教育及财
产分配等问题，看是否可以相
互关照、包容，是否有共同的

价值观和生活节奏。最后要注
意婚后的“情感储蓄”。两人
在一起时间久了难免有磕碰，
不管初婚还是再婚，都会遇到
这样的问题。在琐碎的日常生
活中要时刻保持情感交流，让
对方知道自己是受配偶重视
的。比如一起超市购物、打扫
房间、洗菜做饭，一起锻炼身
体；或者一方外出时发信息问
候，不过多干涉对方和亲人的
相处。如有可能尽量列出日常
开销清单，共同处理生活中的
财务问题。遇到意见不一时先
尊重对方意愿，当有冲突无法
避免时，切忌拿前任的优点对
比现任的缺点，应多想一下对
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当初是什
么地方吸引了你、两人为再婚
付出了哪些努力等。

老人操劳一辈子，在“父
母”这个角色上已经尽职尽
责，而子女一般会将重心放在
自己的小家庭上，不可能时常
守在老人身旁。因此，子女要
理解老人的孤独，意识到老人
之间的相伴是子女无法取代
的。对于老人再婚不要过多地
强调理性，而要适当站在感性
的角度替老人考虑——他们只
是和情投意合的人一起共度余
下的时光。对于财产分割问
题，可事先与老人沟通，进行
财产界定，在一些日常小开支
面前可适当让步，既不影响父
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又可成
全父母晚年的幸福。

加大舆论宣传力度，不断
提升公众对老年人再婚的理解
度、宽容度、支持度，营造有
利于老人婚恋的环境，避免给
老年人造成过重的心理负担。
相关部门应关注、重视老年人
的情感需求，有条件的大型社
区可成立老年人婚介所，为老
年人再婚提供平台，让有再婚
意愿的老年人可以找到一个好
归宿，并持续跟进、做好再婚
家庭的矛盾调解和子女的沟通
教育工作。

最美不过夕阳红。希望
单身老人都能端正择偶观，
有勇气追寻爱情，从新的婚
姻中获得晚年的安全感和幸
福感。

银发再婚
如何共度幸福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