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老有所为、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培养自身的
兴趣爱好，展现快乐的老年
生活；或热心公益、无私奉
献，不求回报帮助他人、服
务社会，传播正能量，倡树
文明新风；或在养生与保健
方面有独特的理念、方法
等；或别具情趣、心灵手
巧，在生活的某方面有特长
和绝活儿；或老年夫妻相濡
以沫、相互扶持，有着感人
的爱情故事……

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新
闻线索，请联系我们。电
话：1393803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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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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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纪事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家住市区尚武街铁路
工房小区的刘俊梅老人虽
已 84 岁，仍经常下厨做
饭。日前，她向记者介绍
了家人爱吃的一道菜——
蛋黄虾仁豆腐煲。

刘俊梅老人介绍，这
道菜的灵魂是虾油。首先
准备一些鲜虾。剥离虾仁
后，将虾头和虾壳下锅油
煎，直至变成金黄色。挑
出锅中的虾头和虾壳，用筛网
过滤油脂，一碗虾油就做好
了。“每次做与虾有关的菜，
我都会熬一些虾油。虾油在冰
箱里能保存1个月，平时做菜
时放一些，菜特别香。”刘俊
梅说。

刘俊梅将4个鸭蛋黄与虾
油一起小火慢炒。蛋黄开始
发泡时，倒入虾仁，继续翻
炒，随后放入豆腐，加水煮8

分钟。“鸭蛋白不要浪费，熬
白米粥时放一些能增加口
味。”刘俊梅说。

出锅前加入生抽、白胡
椒粉调味，再撒些许淀粉增
加汤的浓稠度，最后用葱花
点缀。蛋黄本身自带咸味，
不用放盐。“这道菜做起来并
不麻烦，需要注意的是炒蛋
黄时一定要用小火，否则容
易糊锅。”刘俊梅说。

蛋黄虾仁豆腐煲

右图1~8个数字有
序排列在一起，请重新
排列这些数字，使任何
两个连续的数字，在上
下、左右和对角线方向
上都不相邻。

排列数字

现有红、蓝、黄、白、紫
5种颜色的珠子各一颗，且都
用纸包着，摆在桌上。有甲、
乙、丙、丁、戊5个人，猜纸
包里的珠子的颜色，每人限
猜两包。甲猜第二包是紫
的、第三包是黄的，乙猜第
二包是蓝的、第四包是红
的，丙猜第一包是红的、第

五包是白的，丁猜第三包是
蓝的、第四包是白的，戊
猜第二包是黄的、第五包是
紫的。

猜完后打开纸包一看，每
人都猜对了一种，并且每包都
只有一个人猜对。

请你猜一猜，他们各猜中
哪一种颜色的珠子？

逻辑推理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退休好比船靠岸，今后生活怎么

办？丰富多彩俏夕阳，点赞！自然规律
进老年，难免银发步履跚，心态平稳快
乐行，向前！家庭和睦社会安，媳妇女
婿不要攀，儿女自有儿女福，少管……”
这是陈大双创作的三句半作品。今年60岁
的他退休后热衷创作，通过诗歌、三句
半、快板等，歌颂美好生活，传递社会正
能量。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公益演出，创
作、主持、表演……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
味。

12月22日，在市区人民路君悦府小
区，记者见到陈大双时，他正在创作。在
他的书房，记者看到书架上摆放着《诗韵
新编》《诗词格律与创作》等书籍，打开电
脑，里面保存着他的作品，有诗词、有三
句半、广播剧、相声等，还有他每次参加
节目准备的主持词。“我年轻时就喜欢诗

词。这首诗是年轻时写给我爱人的，这首
诗是写我们的工作……”他一边翻看以前
的作品一边向记者介绍。

2018年，陈大双退休了。正当他思
考怎样安排退休后的生活时，一位爱好
文艺的朋友邀请他加入我市的爱心艺术
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和大家
一起唱唱跳跳，为群众演出，发挥余
热。”他想。于是，他加入了这支文艺
团队，后来还担任了爱心艺术团的副
团长。他主持、表演样样在行，经常
跟艺术团到社区、乡村、敬老院参加
各种公益演出，把精彩的节目带给群
众。同时，他还加入了市文化馆组织
的合唱团，在这里学习了专业音乐知
识。

爱好文学的他还尝试创作。他找来
各种资料自学，加上原本有写作基础，
创作出不少反映群众心声、凝聚时代精

神 的 文 艺 作 品 ，
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都成了他创作
的源泉。他还根
据演出时的宣传
内 容 进 行 创 作 。
比如为了宣传预防

艾滋病的知识，他创作
了三句半《远离艾滋健
康行》；为了助力普法
宣传，他创作了三句半
《普法宣传在行动》；为
了迎接全国儿童预防接
种宣传日的到来，他创
作了三句半《预防接种
不轻松》……近日，他
又创作了群口音乐快板
《六中全会送春风》，
宣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创作中，为寻
找到最合适的字词，他
总是反复推敲，再三修
改。有时已经睡下了，
半夜惊醒，脑海中突
然冒出灵感，他就赶
紧 起 床 ， 拿 笔 记 下
来。他创作的作品既
接地气又有深度，充满正能量，深受群
众欢迎。

今年4月，陈大双和同为艺术团副团
长的孟艳伟一起创作并主演了广播剧《刑
场上的婚礼》，为建党百年献礼。节目演出
时，不少观众感动得落下了眼泪。《刑场上

的婚礼》还在源汇区群众优秀文艺节目评
选中获奖。

每天，陈大双不是在排练、演出，就
是在创作、学习，生活简单而充实。他用
作品讴歌幸福生活，又通过演出把快乐带
给更多的人。

创作文艺作品 讴歌幸福晚年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数九那个寒天北风紧，焦裕禄同志冒

雪出了门，挨家挨户来探望，风里雪里查

灾情……”12月8日，记者在市区双汇路
棉麻龙泰小区见到余润华、丁德纯夫妇
时，他们正在排练歌曲《焦裕禄是俺们的

知心人》。余润华今年81岁，丁德纯今年
76岁。唱红歌是老两口晚年生活的一大乐
趣，他们用饱含深情的歌声抒发对祖国、
对党的热爱。

5年前，余润华在参加社区活动时结
识了一群唱红歌的老年人，年轻时就热
爱音乐的他立刻跟着唱起来。回家后，
余润华将此事告诉了妻子，想让她一起
唱红歌。起初丁德纯觉得自己年龄大
了，记不住歌词，但每当丈夫在家中播
放红歌，她就很激动，仿佛回到了青春
岁月。最终，两人一起加入了漯河红歌
团。

为了唱好红歌，老两口下足了功
夫，每周周一、周三、周五都参加红歌
团的活动，从不缺席。在专业人士指导
下，两人学习了声乐技巧，不断提高演
唱水平。记者看到他们家中茶几上放着
一个厚厚的笔记本，里面都是余润华手
抄的红歌词谱。“这些都是我最喜爱的红
歌。这本红歌词谱是我们的宝藏。”余润
华说。

经典作品往往能引发情感共鸣。丁德纯
说，红歌团的成员很多都出生在二十世纪四
五十年代，许多红歌都耳熟能详。现在再唱
这些经典红歌，大家仿佛回到了青春岁月。

“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也需要在集体活动中
找到归属感。大家因为唱红歌走到一起，丰
富了精神世界，充实了退休生活。”丁德纯
说。

余润华、丁德纯夫妇经常跟着漯河红
歌团到社区演出。“唱红歌让我们愉悦了心
情、释放了激情，还传播了正能量，收获
了快乐与友谊。”余润华说。

老两口印象最深的是在郾城区孟庙镇
敬老院的演出。他俩把拿手节目《老两口
学毛选》唱得荡气回肠、韵味十足。老人
们听得津津有味，演出结束后依依不舍，
邀请余润华、丁德纯夫妇下次再来。那一
刻，夫妇俩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深感晚年
也可以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继续发光发
热，将快乐传递给更多人。

唱红歌也激发了余润华的创作热
情。最近他正和妻子一起读 《中国共产
党简史》，颇有感触。“我们俩都是贫苦
农民出身，现在的幸福生活，以前连想
都不敢想。”余润华对记者说，“众多革
命先烈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抛头颅、洒热
血，他们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我
在 考 虑 围 绕 他 们 的 事 迹 创 作 一 些 歌
曲，等作品创作完成，再邀你来家里
听。”

银发老夫妻 红歌寄深情

■邢德安
“他爸，座钟停摆了，你快调一下

吧。我要蒸馍了，还要看时间呢！”妻
子说着端起面盆朝案板走去。我急忙

起身去调座钟。
我家这台座钟是 1992 年买

的，已经陪我们度过了 30 个
年头。这台座钟在我们家是古
董般的存在，我们一直使用
着 。 不 知 是 惜 物 还 是 恋 旧 ，
总觉得它的身上似乎有我 们
浓浓的感情，看到它不停地
摆 动 ， 我 们 心 里 就 感 到 踏
实。

这台座钟可以说是我们家由
贫穷走向富裕的见证。虽然如今
已经锈迹斑斑，但它的声音仍浑
厚响亮，不时回荡在我们的生活

中。
买这台座钟的时候两个儿子正上

初中，每天早上 5点多就要去学校。
喊孩子起床上学，时间靠听鸡叫来判

断，不是早便是晚。一个冬天的早
上，一觉醒来，我看到窗外天色很
亮，急忙唤醒了儿子，催他们赶紧去
学校。谁知过了大约半小时，他们回
来了，说学校尚未开门，看门的人说
才凌晨3点多。此时我才知道是我误
把月光当晨曦了。看着冻得发抖的两
个孩子，我心里挺不是滋味。这年夏
天，我拿着交公粮的余款，狠狠心花
了 59元钱买了这台烟台产的“北极
星”牌座钟。自此，我们家再也没有
出现过上述情况。

进入新世纪后，生活越过越好，房
子翻修重建，家具更新换代，这台座钟
好像也没了用武之地。儿子们多次建议
把它处理掉，我和妻子都不同意。它对
我来说意味着一段难忘的岁月，我将永
存内心。

我家的老座钟

■成新安
1978年 3月 8日是我终生难忘的

日子。这一天我应征入伍，穿上绿
色的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
战士，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征程。次
日上午，我们带着亲人的嘱托和厚
望，乘坐敞篷大卡车从舞阳县武装
部出发到许昌火车站，与叶县籍的
新兵汇合。两地新兵乘坐闷罐车前往
西北高原。闷罐车没有灯，窗子很少
且很小，不透气。车厢里并列铺着一
排排苇席，大家席地而坐或放下背包
躺着。不一会儿，“哐当”一声闷响，
火车启动，离开了许昌火车站。

飞驰的火车一路向西，日夜兼程，
到达西北高原的一个小山沟。军营被群

山环抱，交通不便。部队生活虽然艰
苦，但能锤炼人的意志。我和战友们在
操场上出操、走队列，摸爬滚打，生活
紧张而有序。在那物资贫乏的年代，商
品供应十分紧张。一次偶然的机会，我
发现一个战友抽的竟然是漯河卷烟厂
生产的卫星牌香烟，触物生情，思乡
之情油然而生。我询问他得知香烟是
在军人服务社购买的。吃过晚饭，我
直奔军人服务社，购买了一条家乡生
产的香烟，如获至宝，高兴地跑回了
连队。

战友陆续回乡探亲，归队时少不了
带一些家乡特产与大家分享。南方的战
友大多带些热带水果，北方的战友带大
枣、核桃之类的土特产。漯河籍的战友

跃进探亲回来，带回两样漯河的产品：
一样是食品罐头厂生产的午餐肉罐头，
另一样是卷烟厂新生产的金雀牌过滤嘴
香烟。战友们见了一窝蜂地扑上去，争
相品尝。我知道，身在外地的人见到家
乡的产品犹如见到亲人，递到他们手上
的香烟，其实是家乡人的问候和浓浓亲
情。大家快乐地分享着来自家乡的产
品，谈论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憧憬
着美好的未来，那种情怀、那份惬意，
就像喝了美酒似的使人陶醉。

保家卫国终不悔，驰骋疆场献青
春。我怀念曾经的岁月，往事历历在
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如今我已年过
花甲，但那割舍不断的故乡情经常回荡
在我的脑海，回味悠长。

割舍不断的故乡情

余润华、丁德纯夫妇在排练歌曲。

陈大双在创作。

▲富贵吉祥（国画） 董新会 作

家族史教育一直被人们
忽略。起点 网 曾 在 网 上 发
起 大 型 家 族 情 况 问 卷 调
查，调查结果中的一项数据令
人惊讶——“你知道你爷爷或
奶奶的姓名吗？”选项中，有
42.1%的网民选择了“不知
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都
不知道祖辈的姓名？调查显
示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没
想过要问、没有机会知道、
没人告诉。

事实上，心理学研究表
明，对家族史知道得越多，孩
子的适应能力越强。美国心理
学家杜克曾做过一个实验，他
和同事设计了一个测试表，测
试表的问题包括：你知道
（外）祖父在哪里长大吗？你
知道父母在哪里读书吗？他通
过实验发现，对家族史了解的
孩子更为自信，面对困难挫折
能很好地应对，对自己的人生
有更好的掌控。

教育专家表示，祖辈的
名字中有浓郁的家族精神，
由家族精神构成的家族观念
是不能被遗忘的。作为家庭
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应该先
从知道长辈的名字开始，让
孩子们体悟到饮水思源的道
理。

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故
事。而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讲家
族故事，其实很有讲究。

专家们建议，每个家族
都有繁盛时期，家里的老人
可以给孙辈讲讲家族的兴盛
史，从而提高孩子对家族的
自豪感；每一个家庭都应该
保留有历史传承感的家庭活
动，长辈可以在活动中给孩
子讲述家族的故事。家族有
兴盛也肯定有衰落，在恰当
的时间告诉孩子那些不开心
的往事，可以培养他们的家
庭责任感。

据《快乐老人报》

给孙辈讲讲家族史

祖孙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