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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词韵 家庭纪事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生活好、心情好，儿孙们很孝顺，我

觉得自己挺幸福。”11月14日，接受记者

采访时，101岁的任简娃老人高兴
地说。

任简娃生于 1921 年，舞阳县
章化镇韩庄村人。老人生在旧社
会，一双小脚是历史在她身上留下
的记忆。“从前日子过得很苦，我
逃过荒、要过饭，吃过树皮、树
叶。”任简娃回忆说。她和丈夫以
种地为生，含辛茹苦将5个儿女拉
扯大。

“进屋坐，喝点茶。”虽然年逾
百岁，但任简娃老人依然精神矍
铄、神采奕奕，说话时思路清晰。
老人轮流在两个儿子家生活。在儿
女照顾下，任简娃的晚年生活过得
很幸福。其小儿子韩金怀告诉记
者，母亲身体硬朗，平时喜欢做
一些简单的家务，包饺子、烙菜
馍都很拿手。“她总是闲不住，一
看见我们做家务她也想做。”韩金
怀说。

任简娃是韩庄村的寿星，经常
有村民向她请教长寿之道。记者了
解到，老人生活规律，习惯早睡早
起。每天吃完早饭、午饭，只要天

气晴好，她都会在村里散步，与相熟的村
民聊聊天。“她不喜欢在家待着，爱在外面
遛弯。她长寿可能跟爱走动有关。”任简娃

的儿媳孙桂兰说。
在饮食方面，任简娃不挑食，只要饭

菜软烂即可。老人爱吃甜食，吃米饭时喜
欢加些糖。“老人到了这个年纪，爱吃啥我
们就给她买啥。桌子上的瑞士卷是她最爱
吃的零食。”孙桂兰说。

在儿女们看来，母亲长寿的最大秘诀
是乐观开朗，有笑对人生的心态。孙桂兰
告诉记者，自己嫁进这个家30多年，与婆
婆从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她从来不挑儿
女的错，心胸开阔，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孙桂兰说。

觉得生活平淡了，任简娃还会给自己
找乐子。除了看戏，她也喜欢打骨牌。在
老人指导下，韩金怀、孙桂兰也学会了打
骨牌，经常陪母亲一起打骨牌，在游戏中
体验亲情之乐。

采访中，任简娃将自己长寿的秘诀归
结于儿女的孝顺。由于老人的膝盖无法长
时间弯曲，只能在屋内使用简易坐便器。

儿媳每天伺候老人大小便，毫无怨言。“两
个儿媳妇都跟亲闺女一样孝顺。”任简娃
说。

任简娃被儿女悉心照料的故事在当地
被传为佳话。“她们一家和睦相处、互敬互
爱，传递了向上向善的正能量，是我们村
孝老敬亲的典范。大家争相孝顺父母，邻
里和谐，促进了文明村风的形成。”村干部
韩绍怀说。

任简娃的生活被儿女们安排得井井有
条。“我现在有吃有穿，政府还给我发
钱，没什么不满足的。趁着这好时代，我
要多活几年。”任简娃说。虽然现在生活
条件越来越好了，但任简娃还经常教育儿
女要勤俭持家。老人的儿女已经当了爷
爷、奶奶，但对母亲的教诲一直铭记于
心。

“老太太一辈子省吃俭用。受她影响，
勤俭节约已经成为家风，我们会将之传承
下去。”韩金怀说。

笑对人生 乐享晚年

任简娃老人平时喜欢做家务。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我的家乡在老窝，北边有条大沙

河，河水东流肥沃土，乡亲们唱起欢乐的
歌……”近日，记者在召陵区老窝镇文化
站看到，伴随着欢快的旋律，几位老人在
演唱礼赞家乡的歌曲《歌唱老窝》，声音
铿锵有力，唱出了一幅美丽乡村的生动画
卷。

歌词作者是乐队中拉二胡的老人
刘保安，今年 77 岁。“这几年村里变
化很大，人居环境整治让村民的生活
越来越好了。我感触很深，决定将所
见所思记录下来。经过一个多月的揣
摩、修改，我写出了歌词。”刘保安告
诉记者，创作完成后，他请专业人士
帮忙修改、谱曲，并组织村里的文
艺演出合作社成员排练。虽然创作和
组织排练占用了大量时间、耗费了
很多精力，他却沉浸其中、乐此不
疲。

“我从小就喜欢文艺，退休后把这个
爱好捡了起来，也算是圆了年轻时的一
个梦。”刘保安说。

1963年，18岁的刘保安成为召陵区

老窝镇下堤刘学校的一名民办教师。凭
借勤恳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业绩，1979
年，刘保安被提拔为下堤刘学校副校
长，后来担任了校长。其间，刘保安兼
任下堤刘村团支部书记、支部委员。“那
时每天忙并快乐着，村里和学校的工作
都不耽误。”刘保安笑着说。1996年，他
通过考试成为公办教师。“到2007年退休
时，我的教龄已经43年了。”刘保安自豪
地说。

退休后，他自学了二胡和曲胡。如
今，他能熟练地用二胡独奏 《南泥湾》
《革命军人》等歌曲，用曲胡与人合奏戏
曲。与此同时，他组织村内文艺爱好者
成立文艺演出合作社，自编自导自演文
艺节目。为了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以及
法律法规、村规民约，他编排了小品
《扶贫轶事》《喜相逢》和快板《众志成
城抗疫情》 等节目，在周边村庄演出，
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赢得了群众的
一致好评。

刘保安为人正直，在村内有很高威
望。退休后，他担任了下堤刘村监委会
主任，为村里发展出谋划策、审查村财

务账目、调解矛盾纠
纷 …… 一 干 就 是 15
年。“保安叔特别热
心，有啥事儿只要跟
他说，他就会想办法
帮忙解决。”村民刘先
生说。

几年前，了解到
村民整修村里道路的
迫切愿望后，刘保安
及时反馈至村里，并带
头捐款 3000元。在他
的影响和带动下，下堤
刘村三天内筹集到4万
多元。为确保道路的
工程质量，他负责全
程监工。村里道路硬
化后，群众“雨天一
脚泥”的烦恼得到化
解。

尽 管 年 事 已 高 ，
刘保安仍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如到敬老
院义务演出，积极参加“三夏”防火、
夜间治安巡逻等。“帮助别人，快乐自

己，这些公益活动丰富了我的生活。同
时，我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发挥余热，
其乐无穷。”刘保安笑着说。

创作歌曲 礼赞家乡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儿媳说出暖心话，句句关爱

老人家。老人感动泪沾襟，对待儿
媳心更亲。儿媳孝老家和睦，家兴
业旺满堂福。”11月14日，记者在
舞阳县吴城镇后曹村见到张宏朗
时，他正在书桌前修改自己创作的
顺口溜《孝爹娘》。

张宏朗今年89岁，是一名乡
村退休教师。走下三尺讲台后，
老人仍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的习
惯，有时还会写一些文章记录生
活感悟。张宏朗喜欢写顺口溜，
感觉顺口溜读起来朗朗上口，让
人心情愉悦，最能表达自己的想
法。

在儿子、儿媳的精心照料下，
张宏朗的晚年生活过得很幸福。但
他知道并非所有老人都能乐享晚
年。因此，张宏朗以传播孝文化为

目的，创作了大量顺口溜并集成
册子，取名《孝爹娘》。

写顺口溜耗费了张宏朗不少心
血。为了创作出贴近生活的作品，
张宏朗经常找村民聊天，搜集素
材，再将故事创作成顺口溜。为了
达到宣传目的，老人让家人将《孝
爹娘》打印成册，送给亲朋好友和
邻里。

“写顺口溜是我的一大爱好，
也是我的养生秘诀。”张宏朗说。
原来，老人在几年前患了脑萎缩，
医生建议他多用脑。几年过去了，
病情并没有恶化，老人认为这与他
坚持创作顺口溜有密切关系。

张宏朗是一名老党员。记者采
访时，后曹村党支部书记周遂芳表
示，张宏朗不仅通过编写顺口溜向
村民传播正能量，还坚持参加义务
劳动，是村里的模范党员。“疫情
防控期间，宏朗叔自告奋勇要在村
口值勤，因为年龄太大被我劝回
了。”周遂芳说，“他精神可嘉，为
全村年轻党员做出了榜样。”

多年来，张宏朗坚持参加村
党支部每月的主题党日活动。儿
媳妇郭俊平告诉记者，每月主题
党日当天，老人会一大早就起
床，吃完饭提前赶到村室，生怕
错过活动时间。

编写顺口溜 弘扬孝文化

刘保安老人在读书。

张宏朗老人展示他编写的顺口溜。

■王晓景

案例：

老李退休后感到有些失
落。在外工作的女儿每次打电
话回来，第一句总会问：“我
妈呢？”然后就跟老伴唠个没
完；假如老伴不在家，女儿跟
自己说不上两句话就挂了；逢
年过节，女儿寄回来的礼物大
部分都是给老伴的。老李觉得
自己就像家里的透明人，很渴
望孩子也热络地跟自己多说几
句话，又不知如何开口，总
觉得一个大男人提这要求显
得有些矫情。

分析：

很多家庭是“男主外、女
主内”的分工，父亲在外奔
忙，为事业奋斗，分配给家庭
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孩子
大多数时间都是和母亲待在一
起，与母亲关系亲昵。父亲的
威严加上长期“不在家”，使孩
子面对父亲会有陌生感和压迫
感，即使彼此心里都爱着对
方，却又不知如何表达，或者
不敢表达。

家庭关系。夫妻之间容易
产生矛盾，而孩子从小就和母
亲的关系更亲密，所以母亲更
容易赢得孩子的支持。如果母
亲经常向孩子传达“父亲在不
在都一个样”的看法，时间久
了，家庭形成的惯性思维就
是：别考虑父亲的存在了，他
根本不重要。

社会因素。社会上塑造父
亲形象时总是伟岸、厚重、智
慧的，可能与现实生活中平庸
的父亲形象有差别，导致一些
人的不认同感。因为这些不
认同感，孩子会与父亲有隔
阂。

建议：

子女层面：用自己的眼
睛重新认识父亲，这是非常
重要的。在未成年时我们很
容易受别人影响，很容易卷

入父母的婚姻战争或情感纠
葛，形成母子或母女同盟关
系，通过母亲的眼睛来看待父
亲、指责父亲。其实父母关系
如何是他们的事情，做儿女的
无权评说。

家庭层面：作为父亲，要
尽量多陪伴妻子和孩子；而母
亲要减少对伴侣的吐槽，多在
伴侣和子女之间做“黏合”工
作，比如替伴侣向子女传递他
的“脆弱”，提醒子女多给予
父亲关爱，不要让他成为家庭
的“边缘人”。

社会层面：做好舆论宣传
引导，尊重父亲真实的存在。
比如父亲这个角色并非一直坚
强的，偶尔也脆弱；不一定是
成功风光的，也可能失败落
魄；不一定是高大伟岸的，也
可以矮小瘦弱。影视剧 《请
回答 1988》 里，父亲对女儿
说：“爸爸也不是一生下来就
是爸爸啊……”从微观、多
元的角度引导人们感受父亲
的爱意与善意，去理解、接
纳父亲是有自身与时代局限
的普通人。

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
与超越》里说：“父亲对孩子
的影响非常重要，许多孩子终
其一生都把父亲视为他们的偶
像或最大的对手。”多抽时间
陪父亲聊一会儿吧，这对暮年
的父亲来说是珍贵的情感呵
护，对孩子来说是发现自我的
奇妙旅程。

（本文作者为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

莫让老父亲
成为家庭“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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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行明
妈妈的绣花鞋垫中蕴藏着我家的家

风。
勤俭节约是我家的传统。妈妈除了

日常教育子女不要奢靡浪费外，也身体
力行，给我们以行动的指引。家里的旧
衣服、破布头，妈妈都拆洗干净，用米
汤糊黏合，平整地粘贴在木板上。晒干
后，黏合在一起的布头像牛皮一样结
实，俗称布壳子。妈妈把布壳子裁剪成
一双双鞋垫，铺上一层细白的的确良
布，用铅笔细心地画出各种吉祥图案，
再照着图案一针一线地绣。春天的柳
枝、傲雪的红梅，高洁的荷花……都诠
释着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情比金贵是妈妈教给我们接人待物

的原则。妈妈绣鞋垫已30多年，累计千
双有余，全都当作礼品赠人了。曾有个
卖鞋的亲戚要求妈妈把鞋垫卖给她。妈
妈说：“鞋垫只送不卖。”送给辛勤的园
丁表达妈妈的敬意，送给当兵的亲戚表
达妈妈的嘱托，送给新婚夫妇表达妈妈
的祝福，送给外地的亲朋表达妈妈的关
心，送给高考的学生表达妈妈的殷切希
望！当然，得到妈妈鞋垫最多的是家人。
我们每个人生日时都会收到妈妈绣的生肖
鞋垫；春节时，吉祥如意、喜鹊登梅、花
开富贵、好运连连等鞋垫任我们挑选。这
些新鞋垫我常常再赠给同学、好友，妈妈
也是知道的，并时不时问我：“还需要鞋
垫吗？”妈妈一生省吃俭用，但从没有把
金钱放在感情之上。她常对我们说：“人

际间最贵重的是感情交往，不要让金钱迷
住双眼。”

哥哥结婚时，妈妈送给他一双绣着龙
凤呈祥图案的鞋垫。妈妈说：鞋垫分左
右，就像夫妻分男女一样。当你把鞋垫分
开时，表示夫妻平等，各自担当自己的责
任，此时要心朝一个方向前进；当把鞋垫
合起来时表示夫妻恩爱，要劲儿往一处
使。龙凤只有相互关照、相互信任才能比
翼齐飞、才能遇事呈祥。

爱岗敬业是妈妈对我们的要求。我
大学毕业刚进入教育行业时，不喜欢自
己的职业，不安心工作，敷衍了事，牢
骚满腹。妈妈知道后对我说：“你看哪个
行业不吃苦？哪个行业不出人才？”妈妈
的话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心上，让我警
醒。随后妈妈送给我一双绣着竹子图案
的鞋垫，寓意让我虚心做人。这双鞋垫
我一直未穿，保存至今。

如今耄耋之年的妈妈依然针线不停，
用七彩的丝线把淳朴家风缝进鞋垫，殷殷
母爱伴我们走天涯。

绣鞋垫 传家风■艾振兴

诗恋
老牛奋蹄不须鞭，夕照朝霞一样妍。
苦捻茎须寻妙句，频敲平仄写流年。
满腔爱意波涛涌，一片赤心钢铁坚。
拼却余生勤弄墨，痴迷诗赋亦神仙。

秋思
天蓝云白爽风柔，绿满山川紫气流。
似火似霞枫叶醉，时浓时淡桂香幽。
丰收大地宏图壮，喜乐农家笑语稠。
最是动心圆月美，万人仰看一轮秋。

雪景
寒英袅袅舞纷纷，洒满山川细又匀。
清气冷风能净宇，琼枝玉叶不沾尘。
诗情画意应无尽，翠竹红梅更有神。
甘愿舍身融入土，来年化作满园春。

诗三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