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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情怀

健脑游戏

■文/图 见习记者
刘净旖

“做鲜炒鸡，炒糖色
最重要。这道菜花十几分
钟就能做好，没做过饭的
也可以试试。”日前，家
住市区海河小区的王阿姨
向记者介绍了一道鲜炒鸡
的制作方法，简单易学，
尤其适合平时工作忙碌的
上班族。

首 先 ， 先 炒 糖 色 。
将锅烧热，加入适量的
食用油，下入冰糖，用铲
子不停地翻炒，待糖慢慢
融化继续翻炒。糖全部融
化 后 出 现 细 细 的 小 泡 泡 ，
颜 色 从 淡 黄 色 慢 慢 变 深 ；
随后开始起大泡泡，颜色
变成金黄色；待大泡泡消
失，颜色也会由金黄色变
成棕红色的小泡泡。放入
葱、姜、蒜煸香，再倒入
鸡腿。“一般做鲜炒鸡我会

用 三 个 鸡 腿 、 一 个 土 豆 ，
木耳的量根据个人喜好添
加。”王阿姨说。

翻炒变色后，依次加入
土豆、木耳翻炒均匀，最后
再加一汤匙生抽、3 克盐调
味，煸炒均匀后起锅。

鲜 炒 鸡 出 锅 后 颜 色 光
亮、肉质鲜嫩，营养价值
也 很 高 ， 深 受 人 们 的 喜
爱。

鲜炒鸡

请根据提
示填写合适的
成语。

猜成语

传说以前有一个说谎国和
一个老实国。有一天，两个说
谎国的人混在老实国人中间，
想偷偷进入老实国。他俩和一
个老实国的人进城的时候，哨
兵喝问他们三人：“你们是哪
个国家的人？”甲回答说：“我
是老实国人。”乙的声音很
轻，哨兵没有听清楚，于是指

着乙问丙：“他是哪一国人？
你又是哪一国人？”丙回答
道：“他说他是老实国的人，
我也是老实国的人。”哨兵只
知道三个人中只有一个是老实
国的人，可不知道是谁。面对
这样的回答，哨兵应该如何判
断？

据《老人报》

逻辑推理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她从小爱唱戏，曾在豫剧团工作。

退休后，她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文艺爱好
者为群众送上精彩的演出，传播戏曲文
化和孝道文化，传递正能量。她就是60
岁的朱素梅。

2月 21日，在市区黄河路东段朱素
梅家里，记者见到了她。整洁的房屋布
置得很温馨，桌子上放着播放器。把U
盘插上，开启播放器伴乐，朱素梅便唱
起了经典豫剧选段，声音好听，韵味十
足。

“进入企业工作前，我在豫剧团是
一名戏曲演员。”提起对戏曲的热爱，朱
素梅娓娓道来——她老家在舞阳，从小
爱唱戏的她在学校一直是宣传队的成
员，高中毕业后在县文化馆举办的文艺
班接受了几个月培训。随后，她又进入
戏校进行更加系统的学习。她肯下功
夫，勤学苦练，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基本
功。1983年，新疆乌鲁木齐一家豫剧团
到戏校招聘工作人员，朱素梅被选上

了。当年7月，她跟随剧团工作人员来到
新疆工作。1994年，怀着对故乡和亲人
的眷恋，她回到舞阳，进入一家企业工
作。

退休后，朱素梅在市区生活。在这
里，她结识了许多热爱戏曲的专业人员
以及爱好者。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吹拉弹
唱，十分快乐。他们不仅自娱自乐，还
到社区义务演出，到敬老院给老人们表
演，将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她还经常
参加各种志愿服务活动。此外，她还非
常关心“失独”家庭，积极参加每年举
行的暖心联谊会，为他们送去精彩的表
演和温暖。

近年来，她又在朋友的邀请下加
入 了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恒 孝 文 化 艺 术
团。她和队员们积极排练一些宣传孝
道的作品。他们编排的 《孝为媒 情无
价》《半条棉被》 等节目深受观众喜
爱 。 在 艺 术 团 ， 她 是 主 要 负 责 人 之
一。平时，她不是忙着组织排练、演
出，就是忙着对剧本进行二次创作，

还 常 常 拉 着 在 剧 团 工 作 的 丈 夫 练 习
唱腔，有时一忙就是半夜。他们经常
到 农 村 、 社 区 演 出 ， 通 过 戏 曲 、 小
品、魔术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宣传孝道文化。

“退休了也要让生活充实起来！我
希望用自己的特长将快乐和温暖传递给
更多的人，把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送到
群众身边，弘扬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传递正能量。”朱素梅说。

朱素梅：用戏曲宣传孝道文化

1.家有百人；
2.鸟落高枝无敌手；
3.眼见有米，口尝却无；
4.两只香猪被火烤；
5.痼疾难愈；
6.见面就施礼；

7.水写字帖；
8.少加一半不好；
9.又添十分心事；
10. 一 只 犬 吠 ， 四 方 响

应。
据《快乐老人报》

猜字谜

家庭纪事

■成新安
我和妻子结婚已经38年了。这38年

来，我们之间留下了许多深刻的记忆。
我和妻子是通过媒人介绍认识

的。初次见面，年轻漂亮的她就给我
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她衣着朴素，留
着长长的头发，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
副眼镜，言谈举止很得体。我们俩越
聊越投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我们由相识、相知到相爱，最终走向

婚姻的殿堂。
婚后不久，一天，她下班回来迫不

及待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单位要选派一批年轻骨干到河南省
食品中等专科学校深造。我符合报名条
件，不想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可又一
想，我一去就是三年，你一个人在家咋
办？”看着妻子充满期待的眼神，我
说：“你想上学是件好事，我支持你。
家里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为了支持妻子全身心投入复习，我
主动包揽了所有家务。妻子也开启了一
边上班一边复习的模式。经过不懈努
力，妻子顺利通过考试，最终如愿以偿
考进该校。

当年，我送她去郑州报到时还闹出
一个笑话。我们从漯河乘火车到郑州，
出了火车站后按照录取通知书上注明的
地址挤上了一辆公交车。汽车刚走没两
站路，我突然感觉不对劲，赶忙向同车

的一位大姐咨询去学校的公交线路。她
热心地告诉我们：“你们乘坐的线路不
错，但是方向坐反了。”我们赶紧换乘另
一辆公交车，很快到达了学校。妻子顺
利办理了新生入学报到手续，开启新的
求学生涯。

后来，妻子圆满完成学业。回来上
班后，她的工作也从原来的基层一线操
作岗位调整到管理岗位。知识改变了她
的人生。她不断学习，取得了食品检验
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被人事部门评定
为助理工程师。工作中，她立足本职、
脚踏实地、爱岗敬业，赢得了大家的称
赞。

时至今日，我们为当初的正确选择
感到欣慰。

送妻子去上学

■娄德安
离开老宅 40多年了，但在我的脑

海里老宅永远是那么清晰，是我心灵深
处的家。60 多年前，我在这里出生，
从蹒跚学步到牙牙学语、从步入学堂到
高中毕业，我的点点滴滴都与老宅系在
一起。

在我的记忆里，老宅翻修过两次。
小时候，老宅只是三间低矮的茅草房，
屋里除了两张木床还有一个破方桌。上
小学时，我就在这个破方桌旁背诵了不
少唐诗、看了不少通俗小说、解了不少
算术题。冬天下大雪，大人们起床的第
一件事就是把门前的雪铲干净，孩子们
在院子里支上筐子扯上绳子，再撒点儿
玉米捉麻雀。夏天很热，晚上在院子的
地上铺上草席，伴着满天繁星一觉睡到
天亮。我家的院子很大，周围种了很多
树，两棵小枣树每年结很多枣，挂在枝

头煞是好看。院子两边是一排高大的老
榆树，郁郁葱葱。院子的西南角还有一
棵楝树，夏季结满了楝籽。那是孩子们
最好的玩物。院子正中间有一棵大椿
树，很粗，也很高。树旁边放了一口大
水缸。全家的饮用水都在水缸里，缸里
经常放一个小木瓢。小时候在外边疯玩
半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木瓢喝
上一大瓢水解渴，很过瘾。

哥哥大了，该结婚了，和父亲商量
着把老宅翻修一下，用全家所有的积蓄
加上东拼西凑的钱把三间茅草屋换成了
瓦房。院子里基本变化不大，多了一条
用碎砖头铺成的小路，院子东边又盖起
一间小厨房。后来，哥哥成家便搬出去
住了，两个姐姐也出嫁了。老宅只剩下
我和父母。

后来，我去外地读大学，毕业后在
县城当教师，但每周照例回到老宅，风

雨无阻。一回到老宅，我就感到无比温
暖和惬意，在外边打拼的压力和烦恼瞬
间消失。后来，我又把老房子翻修了一
下。因工作需要，没多久我搬进了县
城。老宅里只有父亲和母亲。我每周回
到老宅看望父母，在老宅住上一宿，和
父亲聊聊家常，吃一碗母亲做的手擀
面，感觉很充实。后来父母相继离世，
我回老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岁月更迭，老宅尚在。每到父母的
祭日，我还会回到老宅。不过，老宅的
三间瓦房已经破败不堪，在周围邻居楼
房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矮小。院子里长满
了荒草，树也没了，小碎砖铺成的小路
早已被杂草覆盖。只有墙边一棵老石榴
树还顽强地生长着，夏天还结了不少石
榴，吃着很甜。

如今，我已步入老年，但对老宅的
眷恋依旧刻骨铭心。

老宅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爱老敬
老，我们该怎么做？

一、陪伴
子女若能来到年迈的父母身边，安

顿好老人的生活，陪他们唠唠嗑，陪伴
老人度过每个快乐、团圆的节日，当然
再好不过。但若工作繁忙探亲不便，也
可以借助电话、视频聊天等手段，让亲
情始终“在线”。

为人子女者要积极了解老人的情
况，尽己所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当老人
听到子女、孙辈的声音，在屏幕上看到
晚辈或是收到家人各种形式的节日问
候，会感到子女仍然在参与自己的生
活，从而得到心理慰藉。

除了距离，还有一些隐形的障碍会
使老人与子女沟通受阻。例如，子女会
觉得父亲似乎变得越来越固执，听不进
子女的意见；母亲在电话里让孩子“常
回家看看”，但一见面就开始唠叨。因
此，有些子女虽然心里惦念着父母，但
担心见了面惹父母不快，不敢回父母
家，甚至每一次问候都要鼓起勇气才能
说出口。

的确，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生
理和心理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时就需要
子女掌握一些与父母相处的技巧。

二、倾听
面对老人的唠叨，子女应如何应

对？答案是耐心倾听。
跟老人交流时要专注，最好与老人

对视，而不是边玩手机边敷衍搭腔。父
母老了，这时就需要我们多付出一些时
间和精力、多些耐心，不要让老人不敢
跟我们说话。要让老人感到你对他们说
的话感兴趣，而且你在认真倾听，这也
能鼓励老人把想说的话说完。看似一件
小事，但这也会给老人带来满满的幸福
感。

在谈话的过程中，只要老人没有原
则性的错误，我们就要适时附和，时不

时追问一下，还可以将谈话的内容引到
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上。

三、沟通
倘若话不投机，老人和子女想得不

一样，也不要轻易对老人说出否定的
话。

如果争论的焦点是“红色还是黑色
的衣服更好看”这一类生活琐事，子女
尽量不要较真，顺着老人的意思即可。
如果老人由于判断力下降有采取危险行
为的倾向，或是有上当受骗的可能，子
女就要想办法改变老人的念头。

尽管如此，子女也不宜不顾年迈父
母的自尊而批评老人或强行制止老人，
而是尽量耐心说服老人，必要时通过改
变环境、转移注意力等方法来解决问
题。

同时，子女要引导、协助老年人保
持积极的心态和学习的习惯。鼓励老人
在退休后积极参加娱乐、健身、旅游等
活动，在工作岗位上或社会公益活动中
继续发挥余热。

总之，要鼓励老人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动”起来，让他们体会到依然可
以享受生活，真正实现老有所为、老有
所乐。 据《老年健康报》

这样唠嗑才是老人需要的

天山脚下（摄影） 胡群安（65岁）

陈先生最近扭伤了腰，
朋友推荐了一种“凉膏药”，
说既止疼又舒服。陈先生去
药店购买，但药店工作人员
没听说过。于是，他又来到
医院门诊询问。

其实，膏药本身并不存在
“冷”“热”之分，只是接触皮
肤后给人以“冷”和“热”的
触觉。因此，临床有时会将其
称为冷感膏药或热感膏药。

冷感膏药中的中药膏贴多
带有“清热、消肿、止痛”等
字样；西药膏贴常用的是含解
热镇痛类西药成分的巴布膏制
剂，如氟比洛芬巴布膏贴剂。

冷感膏药适用于急性损伤疼痛
（如腰、踝关节扭伤等，表现
为红、肿、热、痛等）。

热感膏药多带有“温经散
寒、散寒止痛、祛风除湿”等
字眼，适用于慢性劳损性疼
痛，如慢性腰肌劳损、颈椎病
等。慢性劳损常引起肌肉僵
硬，表现为疼痛固定，遇寒则
痛剧、得热则痛减。热感膏药
可达到消肿、消炎、镇痛的目
的。

需要提醒的是，对症选药
是关键，切勿相信地摊上的

“祖传膏药”。
据《快乐老人报》

膏药也得对症下“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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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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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素梅演唱经典豫剧选段

健康提醒

书 法 李自河（62岁）

相处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