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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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集新闻线索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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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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脑游戏
感悟人生

■王晓景
案例：
过完春节，喜庆的氛围还

未散尽，刚满60岁的李女士就
失落起来。“你说时间怎么过
得这样快？我又老了一岁。以
前是看着别人变老，没想到现
在自己也是老人了。”时光流
逝，如何面对衰老是李女士颇
感苦恼的问题。

分析：
很多人以为优雅地变老是

自然而然的事，其实不然。变
老并不意味着成熟。一部分人
只是年龄增长了，内心却一直
停留于某个阶段。优雅老去不
只是指外表优雅大方，更重要
的是允许生活塑造你、改变
你。这个过程是漫长的，需要
个体反复自省、真正接纳自
己，并对往事释怀。

对策：
接受生理年龄，接纳变老

的事实。在很多人看来，变老
是个被剥夺的过程：乌黑的头
发、美丽的容颜都会被时间无
情夺走，只剩下衰老的身体。
于是觉得自己没价值了，情绪
沮丧。有时候会想方设法将白
发、皱纹遮盖起来，试图让年
龄停止增长。

其实，与其和时光作无效
斗争，不如坦然面对老去的事
实，学会享受夕阳之美。

直面老年生活，保持良好
心态。可以在生日时或疾病初
愈后，用一个仪式庆祝自己步
入老年，像以前毕业、工作、
结婚、生子一样，任何一次人
生转折都会让你觉得向前跨了
一大步，踏入人生旅程的另一
处风景。当然，其间会有不适
与疼痛，痛过之后，要意识到
自身的局限性，调整、适应角
色，与岁月和解。变老是我们
走向成熟的过程，而不只是风

烛残年的开始。
保持终身学习，提升内在

素质。活到老、学到老是终身
成长的要求，也是优雅老去的
前提。不要以老为理由放弃学
习与尝试，要认真对待兴趣、
爱好，拥有梦想并努力去实现
它。比如去没有去过的地方、
学习新技能、从事新职业、结
交新朋友，或者阅读感兴趣的
书籍等。终身学习虽不能延长
寿命，但能让我们的精神层面
更加丰富，使我们踏实做人做
事，获得人生的价值感。

拥有一颗童心，越活越
年轻。像孩子一样对世界充满
好奇心，尝试挑战力所能及的
新鲜事物。热情并富有想象
力能保持年轻心态，会让你越
活越快乐。

维持亲密关系，营造情趣
生活。“少年夫妻老来伴。”老
年时如果婚姻家庭稳定，就会
变得成熟宽容。要保持对另一
半的关注，注重日常分享，懂
得如何去营造富有情趣的生
活。

注重自省修身，寻找生
命意义。每个人都会变老，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变成窖藏
的老酒，在时光中散发醇
香。经过时光的磨炼，希望
我们能重新看待衰老的意
义，越过越好。

（本文作者为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

如何优雅变老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在舞阳县章化镇后古城村，有一位名

叫周香兰的资深戏迷，凭着对戏曲的一腔
热爱，在自家院落里创办了“戏迷之家”，
让周边的戏曲爱好者以戏会友，共享戏曲
之乐。

2月21日，记者刚走进后古城村，就
被一阵悠扬的胡琴声吸引。循声踏访，一
方小小的院落挤满了围观群众。院子中间
摆着曲胡、二胡、梆子、电子琴等乐器，
周香兰正在乐队的伴奏下演唱豫剧选段
《陈三两迈步上宫廷》。一曲终了，观众报
以热烈的掌声，墙上挂着的“戏迷一家亲
香兰欢迎您”条幅显得愈加亮眼。

院子的主人周香兰今年60岁，自小痴
迷曲剧、豫剧。9 年前，在妹妹的引荐
下，周香兰加入后古城村曲剧团，跟着老
师傅学习演唱技巧。台上一分钟，台下十
年功。踏进梨园门，周香兰才体会到学戏
的不易。为了记住唱词，她去哪儿都把
《曲剧名段合集》带在身边，晨读夜诵。

“穆桂英53岁又管三军，我是51岁开
始学艺，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周香兰说。

唱功精进的同时，周香兰结识了越来
越多的戏迷朋友，大家聚集在镇文化站吹
拉弹唱，各得其乐。文化站每周为他们提
供两天活动时间，大家都觉得不过瘾，周

香兰就萌生了在家里开辟一个活动场所的
想法。

2021年3月，在家人的支持下，周香
兰在自家院子里摆上起桌椅板凳、茶杯茶
壶，一方属于戏迷的小天地就此开辟出
来，周香兰给它起名“戏迷之家”。每当小
院里锣鼓响起，老少戏迷就闻声而至，周
香兰每每都捧出新鲜水果热情招待大家。

家在5里外一个村庄的刘趁叶每周来
“戏迷之家”三趟。她和周香兰有相同的生
活境遇：爱人都在外务工，自己在家带孙
子。周香兰把学到的演唱技巧全部传授
给刘趁叶。“每次唱完戏，我就把疲劳烦
恼都忘了。唱戏对我来说就是精神食
粮。这大概也是香兰姐坚持办‘戏迷之
家’的原因吧。”刘趁叶说。

两年来，周香兰的“戏迷之家”名气
越来越大，北舞渡、侯集乃至襄县、叶县
的戏迷都慕名前来，大家相聚在一起，创
作新唱段，切磋演唱技巧。因“戏迷之
家”受益的还有喜欢听戏的群众。后古城
村村民李翠英告诉记者：“咱家门口的戏
唱得可不比专业演员差，啥时想听啥时
来。”

不知不觉间，周香兰把唱戏从爱好变
成了公益事业。在镇文化站的支持下，她
先后录制了环境治理、秸秆禁烧、脱贫攻

坚等题材的新编唱段20多个，通过镇文化
站的微信公众号向全镇群众宣传推广。下
一步，她还打算将“戏迷之家”的演出在
线上直播，让更多年轻人通过网络了解曲
剧和豫剧。

章化镇文化站站长任志永告诉记者：
“我为周老师传播戏曲文化、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的义举点赞。我们计划建设更多

‘戏迷之家’并向全镇推广，传播正能量，
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创办“戏迷之家”传播戏曲文化

周香兰（左一）在乐队的伴奏下演唱豫剧。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见习记者 李慧莹

在很多人眼中，包装水果的泡沫网套
是废品，但郾城区龙塔街道桐刘村78岁的

杨华芳却将其视为
宝贝，因为这是她
做手工的好材料。
通过剪、穿、叠等
一系列手工，杨华
芳将泡沫网套变成
一个个精美的手工
艺品。2 月 13 日，
记者采访了杨华
芳。

走 进 杨 华 芳
家，花束、灯笼、
苹果、喜鹊……各
类色彩鲜艳的手工
艺品生动形象、引
人注目。细看杨华
芳的作品，每一件
都栩栩如生、惟妙
惟肖。

杨华芳面色红
润 、 精 神 矍 铄 。

“这些都是我做手
工的材料。”杨华
芳指着一个大箱子

告诉记者。箱子里放着白色、黄色、橙
色、红色等不同颜色的泡沫网套以及剪
刀、胶水、钳子等物品。“这些泡沫网套有
些是我平时收集的，有些是亲戚邻居送来

的，他们都知道我喜欢用泡沫网套做手
工。”杨华芳说。

交谈中，杨华芳拿起泡沫网套，现场制
作起手工艺品来。红色、黄色的泡沫网套被
反复折叠、修剪后，一只小鸟的轮廓就出现
了。她又拿来四片白色和黄色的泡沫网套，
错落排列后，用一根细线从中间捆起来，再
反复修剪，做成小鸟的身体和尾巴。“把头
部和身体连接在一起，再剪出一对眼睛粘上
去，用铁丝捏出爪子，一只小鸟就做好
了。”杨华芳笑着说，“做手工前要先构思
好，包括颜色搭配、形状等。像刚才做的小
鸟，头部和身体是黄色的，肚皮是白色的，
就跟咱平时见到的小鸟颜色一样，这样看起
来逼真。”杨华芳说。

像这样的手工艺品，杨华芳已经记不
清做过多少个了。“这些手工艺品小孩子特
别喜欢，亲朋好友家中有孩子的，我都会
送给他们。”杨华芳说。

提及做手工的初衷，杨华芳说：“我小
时候生活条件艰苦，十来岁就开始做针线

活儿。结婚后，一家老小穿的衣服都是我
做的。白天要干农活儿，我就利用晚上裁
剪、缝制。没有缝纫机，所有衣服全靠自
己一针一线做出来。除了做新衣服，我还
会改旧衣服。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
早就不做衣服了。”孩子都长大后，杨华芳
的空闲时间多起来，她就开始利用废旧物
品做手工。“我制作手工艺品纯粹是因为喜
欢。我按照自己的想法慢慢摸索，利用衬
布、泡沫网套等进行创作，不仅可以省下材
料钱，还环保。每天没事了做做手工，感觉
生活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杨华芳说。

在邻居眼中，杨华芳是个热心肠的人。
“我有一件棉袄穿着有点宽，华芳听说了就
主动要帮我修。别说，经她一修，棉袄穿着
特别合身。”杨华芳的邻居关女士说。

做手工给杨华芳不仅带来了乐趣，也
让她受到亲朋好友的称赞。有亲朋好友来
请教时，她总是不遗余力地教。“以后我还
会继续做手工艺品，因为我很享受这个过
程。”杨华芳笑着说。

七旬老人爱手工 晚年生活添乐趣

■詹永平
2019年，我与分别50多年的高中同学联系上了。我

们十来个志趣相投的同学建立了一个“友谊长久”聊天
群。

我们这个同学群第一次聚会时，大家既兴奋又激
动，互相倾诉别后的思念、展示自己的才艺——群主英
英追忆了当年的高中生活，勾起大家很多美好回忆；参
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春生同学讲起当年的战斗经历，
赢得大家的阵阵掌声；玉曾同学是市太极拳协会副会
长，为大家表演了一套陈氏太极拳，动作如行云流水，
舒展大方，刚柔并济；新美同学跳了一曲古典舞，舞姿
优美，令人陶醉；海山、金花同学以悠扬动听的歌声表
达了对同学们的思念和对祖国的赞美；孔义、六一等同
学送给大家深深的祝福和对未来美好的期望；我也怀着
激动的心情给同学们表演了一套太极功夫扇。

之后我们每年都聚会几次。每次聚会，尽管大家都
快七十岁了，但仍然神采奕奕、童心未泯，像回到了学
生时代，感觉自己年轻了许多。

同窗情

■邢得安
春节前，孙子和孙女打来电话，

说他俩都放寒假了，还说因为疫情连
续两年春节都没能回老家，今年说啥
也要回来。他俩还说很想念我们，也
想念家里的那只小花猫，更喜欢老家
广阔的田野。听了孙子孙女的话，我
的眼角湿润了。是啊，我又何尝不想
念他们呢？人老了，对亲情的渴望越
来越强烈了。

我有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生活
20多年了。大儿子、儿媳都是高中教
师，他们的大女儿现在上高二。小儿子
大学毕业后去浙江工作，现在是高级工

程师，曾被评为化纤行业全国劳动模
范。小儿媳妇贤淑明理，他们的两个儿
子现在分别上初中和小学。

两个儿子凭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幸福
生活，我感到很满足。平安和顺的日子
总是过得太快，转眼我已经是一位老人
了。人老了爱怀旧，回想起过去的岁
月，那些和孩子相处的点点滴滴仿佛就
在昨天。

曾经，我们一家五口挤在两间破
草房里。母亲年迈且双目失明，两个
儿子年纪尚小，一应开销全凭我和妻
子在几亩责任田里挥洒汗水，日子过
得紧巴巴的。除了必需的生活开支，

我们一分钱都不敢乱花。即使这样，
两个儿子的生活也比不上其他人家的
孩子。两个儿子都很懂事，上小学时
就学会做饭了，上中学时经常随我到
田间劳动。上高中时，为了省钱，他
俩吃饭时和别的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合
买一份菜。上大学时，大儿子做家
教，小儿子在学校食堂、图书馆打
工，以减轻我和妻子的负担。大儿子
直到毕业一年后才把在学校申请的助
学贷款全部还清。

那些年供养两个儿子上学，日子虽
然过得很是清贫，却也是值得的。因为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父母应尽的责
任。

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往。如今，接到
孙子孙女的电话，后辈的关心让我感到
暖心。余生里，岁月静好，我在花香茶
韵中感受着亲情，慢煮烟火，安享生
活。

慢煮烟火 安享生活

杨华芳展示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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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清堂（国画） 李国华（69岁）作

多味晚晴

请您让三位哨兵出
列，使得每一行、每一
列上都有两位哨兵。该
请出哪三位呢？

发散思维

请将数字 1~9 （除去 6），
分别填入图中的空白区域内，

使每个圆内的数字之和都等于
11。你会填吗？

智力冲浪

埃尔维斯是一位德高望重的
生物学家，为人谦虚低调，常常
免费为附近的大学讲课。

这天，他开着车在郊区的
一所大学讲课，等返程时已是
晚上 11 点。半道上，车“啪”
的一声歪了。就在埃尔维斯下
车查看时，一个黑衣人抢光了
他的钱。路上空无一人，埃尔
维斯无奈之下步行了很远才发
现一个小店亮着灯。他进去找

老板说明了情况，老板是一个
非常热情的中年人，不仅帮埃
尔维斯报了警，还帮他打电话
找了修车店。警察到来时，修
车店的工作人员也拿着轮胎赶
过来了。

但是，埃尔维斯却对警
察说，修车工人与小店老板
是一伙儿的，他们合伙抢走
了他的钱。埃尔维斯为什么
这么说？

逻辑推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