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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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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晚晴

本版组稿：苏艳红 赵娅琼

老妈厨房

■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夏天食欲差的人可
以试着做这道菜，拌
米、拌面都很好吃。”7
月16日，家住市区嘉业
城市花园小区的田桂枝
女士向记者介绍了自己
的拿手菜——虾仁鱿鱼
煲的做法。

首先，在虾仁中加
入盐、料酒腌制；起锅
烧油，放入蒜末儿、干
辣椒炒1分钟到2分钟，
随后加入豆瓣酱、生
抽、老抽、蚝油、白糖和少许
白胡椒粉，搅拌均匀后盛出，
一碗酱汁就做好了。

起锅烧油，炒香葱段、姜
片，放入菌菇、粉丝，倒入开水没
过食材，盖上锅盖焖煮3分钟到5

分钟；开盖，放入清洗过的鱿鱼和
腌过的虾仁，倒入之前调配的酱
汁，继续焖煮5分钟到8分钟，
最后淋上几滴香油提味即可。

“这道菜做法简单、味道鲜
美，大家赶紧试试吧。”田女士
说。

虾仁鱿鱼煲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 祝 你 生 日 快 乐 ， 祝 你 生 日 快

乐……”7月14日，召陵区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举办了“6~7月长者集体生日会”，为
8位老人一起过了一个既温馨又热闹的生
日。

生日会上，来自召陵区老年大学和沙
澧电吹管乐团的演员为老人们带来了精
彩的表演：从开场舞 《祖国你好》到戏
曲《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从舞蹈
《学毛选》到戏曲《抬花轿》，每一个节
目都赢得了老人们的热烈掌声。一些老
人还跟着节奏打起节拍，脸上满是幸福
的笑容。

除了精彩的节目，现场还设置了抽
奖环节，得到奖品的老人开心得像孩
子一样向大家展示着。现场一片欢声
笑语，气氛热烈。

伴随着背景音乐，全场齐唱《生日快
乐歌》。老人们戴上生日帽，许下心愿，
一起吹灭蜡烛，分享生日的快乐与幸福。
他们吃蛋糕、看节目，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

此次过生日的8位老人中，年龄最大
的88岁，最小的也76岁了。“这个集体生

日过得甜到我心里了。”
“这是我 70 多年来最正
式 、 最 隆 重 的 一 次 生
日。”“我已经很多年没
过生日了，今天能和其
他老同志一起过生日、
看节目、吃蛋糕，特别
开心。”老人们在工作
人 员 的 陪 同 下 ， 看 节
目、唠家常、聊过往，
对这样的生日会称赞不
已。

据了解，这是召陵区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第四次
为老人们举办的集体生日
会，每次生日会都设置
了 节 目 表 演 、 游 戏 互
动、抽奖等环节，仪式
感满满，给老人们送去生
日祝福。

“敬老助老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关心爱护
老人是全社会的责任。集体生日会不仅让
老人们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给
他们的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多欢乐。这里的

每一位老人过生日，都有我们的陪伴和祝
福。”召陵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
说，“未来，我们会继续为长者集体过生

日，真诚地关心、呵护每一位老人，为他
们创造更多的美好时光，让他们在晚年感
受到更多的关爱与温暖。”

集体过生日 温情暖人心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敲打速度不能贪快，一快就会乱，

要跟着音乐节奏来……”近日，在市老干
部中心的一间教室里，55岁的赵宝红和其
他学员正跟着老师学习非洲鼓 《上春
山》。老师边示范边讲解拍打要领，赵宝
红跟着节拍练得非常认真，手上有节奏地
拍着鼓面，嘴里跟随音乐轻声哼唱，很快
就能拍出《上春山》这首歌了。

记者了解到，退休后赵宝红在家带小
孙女。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抖音上看到
有主播教葫芦丝，就用业余时间跟着学
习。她十分用心，很快就学会了《月光下
的凤尾竹》《竹楼情歌》《竹林深处》等曲
目。

后来，她又先后报了非洲鼓学习班、
古典舞培训班、古筝培训班，生活非常充
实。“音乐可以排遣心中的郁闷。我学非
洲鼓，开心了就拍击欢快的曲目，悲伤了
就拍击忧伤的曲目，让情绪得以发泄。四

年前我父亲去世，每到他的忌日，我就拍
击一曲忧伤的曲目，祭拜、怀念他老人
家。”采访中赵宝红告诉记者。

赵宝红告诉记者，开始学习非洲鼓时
她怕学不会、跟不上节奏，没想到一学就
上手，一上手就爱上了。

“双手在拍击非洲鼓的过程中都不闲
着，还带动肢体，再加上面部表情以及手
部动作，通过手、眼、耳、心的配合，调
动感官与肢体，锻炼了协调与记忆能力。
和大家一起打非洲鼓我很开心。”赵宝红
说。

闲暇时，除了带小孙女、学非洲鼓和
舞蹈，赵宝红还参加了情暖沙澧爱心公益
联盟组织的敬老爱老、关注留守儿童等公
益活动，为他们表演非洲鼓和舞蹈等。如
今，赵宝红每天的生活都很充实。“每学
会一个曲目我都非常开心、很有成就感。
心情好了，身体也就好了。这样丰富多彩
的生活我很满足。”赵宝红说，“练习非洲
鼓、在公益活动中演出都是为了展示老年
人的精神风貌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只要身
体允许，我会一直站在舞台上，发挥余
热，老有所为。”

赵宝红：非洲鼓拍出幸福旋律

■杨合兴
前不久，我参加了市作家协会组织的活动，顶着

炎炎烈日到临颍民俗文化博物馆采风。
临颍民俗文化博物馆坐落于临颍县王岗镇，现有

两个馆舍，主馆在临颍县王岗镇南村，馆内有各个历
史时期的老物件1万多件，设12个展厅；馆外设有传
统文化园，陈列砖雕、石雕、木雕、农耕器具以及粮食
加工、交通运输、水利灌溉等工具。分馆设在临颍县小商
桥旅游区内，藏有不同时期的老物件5000多件。主馆和
分馆都免费对外开放，常有文化学者、老师、学生到此参
观，每年接待学生1.5万多人次、各地游客数千人次。

馆长夏建奎今年64岁，对民俗文化情有独钟。我比
夏建奎年长两岁，参观中和他攀谈起来。因为有共同的
爱好，我们有说不完的话。

他开始搞收藏时，有人嘲讽：“老夏傻了，放着退
休后的清闲日子不过，净瞎折腾。”夏建奎却不在乎这
些议论。最初，儿女们也不支持他。在夏建奎妻子的
劝说下，两个做实业的女儿开始支持他并提供赞助，
但儿子仍持反对意见。后来见父亲确实喜欢收藏、喜
欢民俗文化，儿子也转变了态度。如今，民俗博物馆
是全家人的骄傲。

我们在夏馆长的带领下边看边听介绍，时不时他
还会亲自演示，现场很热闹。大家仿佛“穿越”到几
十年前的村庄，目睹一幕幕群众生产劳作的场景。看
到一台井式铁链水车，我不禁想起了远去的童年。二
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正上小学，每天放
学都要去生产队的菜园推水车浇菜，中途不推了，或
者看菜园的人认为我们不听话，被家长知道了我们是
要挨打的。

大家走到一个货郎担前，我拿着拨浪鼓给大家介
绍：“这是货郎进村时叫卖用的，起喇叭的作用。”“杨
老师，您吆喝吆喝试试？”同行的人起哄。“好哇，听
好了！”我清清嗓子开始吆喝：“拨浪鼓一响，卖货郎
进庄。找头发换针换顶针，换卡子换别针，换胭脂换
头绳儿，鸡蛋换盐换镜子换梳子啦……”我的吆喝引
得众人一阵大笑。

犁、耙、木拖车、纺棉车、织布机……看到这些
老物件，远去的乡村生活一幕幕在我的脑海中重现。
夏建奎说，现在的孩子都没有见过这些传统农具。希
望孩子们能通过参观体验了解古老民俗、认识传统农
具、感受劳动人民的智慧。这是他建设民俗文化博物
馆的初衷。

留住乡愁记忆
传承民俗文化

■李甫君 李祥君
他生活在山区，是个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农民。他凭借一身力
气，在土地中刨食供养十个子
女。

他目不识丁，讲不出什么大
道理，甚至有点木讷，但是他知道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等朴素的道理。什
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他心中
自有一杆秤。他凭力气吃饭，靠勤
劳养家糊口，看不起那些油嘴滑
舌、好吃懒做的人，相信天道酬
勤、勤能补拙的道理。

父亲生于1919年，兄弟姊妹
六个，五男一女。他在兄弟姊妹
中排行老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小
时候上山放牛、割草，十六七岁
就学会了使用犁、耧、锄、耙等
各种农具，十八岁已经成为家里
的主要劳力。他从小养成了勤
劳、节俭的习惯，会做针线活
儿，裤子、褂子、鞋子磨破了都
是自己缝补。

1943年11月，24岁的父亲参
加了敌后武工队。抗日战争中，
他先后参加过辉县孟庄、汲县塔
岗、林县鹿岭等地的著名战斗，
冒着枪林弹雨参加支前行动，转
运粮草、运送弹药、护送伤病员
等。在塔岗伏击战中，父亲由于
表现出色被记功。

父亲有七子三女。
他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劳

作。每天下午出工的时候拿上镰
刀和绳索，收工后到附近山上去
打柴，背回一大捆柴。多年来，
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母亲说：

“你爹力气不主贵，一生能搬两架

（座） 山。”父亲经常往返 30 多
里山路，去太行山深处的黑峪
沟、猿猴沟的原始森林里割荆
条。他白天出工劳动，晚上挑灯
编荆片，农闲时赶会卖荆片。

20世纪60年代，为了养家糊
口，父亲在会上粜小麦、玉米、
谷子等粮食，籴麸皮、粗糠、高
粱等，一年四季很少吃精细粮。
春天，父亲到山上挖野菜、捋树
叶给孩子们充饥。三年自然灾害
期间，父亲为了照顾子女，不舍
得吃不舍得喝，患了严重的浮肿
病，全身都是裂口，黄水直往外
渗。

1969年底，在修建南坡水库
时，因劳动积极，大队奖励父亲
一双棉鞋。父亲视若珍宝，缝了
又缝，补了又补，穿了整整十
年。他有个“百宝箱”，驴笼头、
皮绳、单线绳、牛套、钢钎、压
杠、锤子、废旧电线、海绵……
父亲收集的东西，都是他认为有
用的物件。尽管破烂不堪，他却
当成宝贝。

麦收时节，他身背蛇皮袋，佝
偻着身子，在太阳底下拾麦穗。有
时他还会到土路上用簸箕、笤帚扫
麦粒，回家之后用水淘净，摊到房
顶晾晒。

院子就是父亲的小型打麦
场。他像一只蜜蜂穿梭于马路、
麦地和家之间。回到家，他把捡
来的麦穗晾晒在院子中。麦穗完
全晒干之后，他坐在滚烫的水泥
地上，用簸箕揉搓，直到脱成麦
粒。父亲每年麦收时节能捡八九
袋麦子，约合六七百斤。他用捡
来的小麦换成西瓜、豆腐、大米
和各种蔬菜，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父亲年迈后，子女们轮番做
思想工作，他才进了城。

刚开始，父亲有诸多不适
应：家里天天拖地，进门得换拖
鞋，出门得换外出的鞋；城里的
碗太小，要一趟一趟往厨房里盛
饭；做饭量太少，不敢放开肚子
吃。

父亲感觉和儿媳及孙子、
孙女吃不到一起、说不到一
起、玩不到一起，很别扭。进城
三年，父亲一直要求回农村，过
无拘无束的生活。母亲开导他：

“你我都是黄土埋半截的人了，
可不能由着性子瞎折腾。”我们
也劝道：“爸，您想想，从漯河
到老家有二百多公里，平时有个
突发情况咋办？既然来了，就安
心生活。”经过全家人做思想工
作，父亲终于安下心来，没再说
回家之事。

父亲帮子女接送孩子、拖
地、买菜、洗衣、换煤气等。他
的性格也变了，变成了一个家里
家外毫无脾气的老人。每当有客人
来，父亲总是臂微垂、腰微弯，脸
上现出和蔼的笑容，帮子女给客人
沏茶、点烟。当子女和客人侃侃而
谈时，父亲总是静静地坐在角落，
一会儿瞧瞧子女，一会儿瞧瞧客
人，侧耳聆听。

母亲去世后，父亲失去了唠
嗑儿的对象，更加孤独寂寞了。
他没有什么爱好，不会抽烟、喝
酒、打牌，不爱看戏、看电视、
听收音机。他远离乡村和故土，
没有农活儿可干，闲来心里闷得
慌，常感到精神空虚。

“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
途念桑梓。”每逢过年过节，父
亲都流露出想回老家看看，与
大伯、姑姑叙叙旧的想法。可
是我们忙于工作，陪父亲回老
家看看的事被一拖再拖，直到
父亲去世也没有成行，留下永
远的遗憾。

2003年冬天，父亲住进了医
院，病情很重。当年农历二月十
六中午，父亲与世长辞，享年84
岁。

父爱如山
亲情无限

近日多地下暴雨，对老年
人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了诸多影
响。那么，老年人在暴雨期间
如何做好防护？

居家注意

了解预警信息：密切关注天
气预报，减少外出，避免风险。

储备物资：提前储备食
物、水、药品等生活必需品，
以及手电筒、防水衣物、雨
鞋、助步器材、拐杖等。

居住环境安全检查：全面
掌握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住房
情况，并对居住环境进行全面
检查，确保房屋结构稳固、门
窗密封完好，避免雨水渗透。

电路设施安全检查：检查
家中电路设施，关闭非必要的
电器电源，以防触电。

准备防洪急救包：包括手
电筒、毯子、保暖衣物、防暑
用品、防水器具、食物、瓶装
水以及常用药品、急救药物如
硝酸甘油等，以备不时之需。

保持室内干燥：使用干燥
剂或除湿机保持室内干燥，减
少细菌滋生。清扫地面，清除
地面杂物，确保各个房间和通
道照明良好。

出行安全

避免外出：暴雨洪涝期
间，老年人应尽量避免外出，
特殊情况建议在家属的陪同下
出行，以减少发生意外的风险。

避免涉水：老年人应避免

在洪涝期间经过积水路段。积
水可掩盖水中深坑、掉落电线
等，老年人要避免涉水通过，
防止意外伤害。

注意防滑：老年人出行时
应注意防滑，可穿防滑鞋或使
用拐杖等辅助工具，防滑防跌
倒。如果跌倒，可采取用双手
撑地的姿势，缓冲跌倒的影
响。老年人还可以学习一些简
单的急救知识，如怎样处理跌
倒后的伤口、如何止血等。

选择安全路线：避开低洼
地带和易积水路段，远离广告
牌、路灯，防止跌入窖井。

携带必要物品：外出时携
带雨伞、雨衣、手机等必要物
品，以备不时之需。

健康防护

防范中暑：夏季洪涝灾害
往往伴随高温和高湿度，易使
汗液不易蒸发，引发中暑。及
时将老年人转移至阴凉处，解
开衣服或用温水帮助散热，服
用解暑药。

饮食安全：尽量选择新
鲜、干净的食物。如出现发
热、呕吐、腹泻等症状应尽快
就医。

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避免
长时间接触潮湿环境。若有不
适应及时就医治疗。

适当保暖：暴雨天老年人
应根据天气情况适当添衣，保
持身体温暖，避免感冒等疾
病。 本报综合

汛期老年人需要注意什么

老人们开心地享用生日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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