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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达人邢强生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在刚刚结束的 2024 年“九九重

阳”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暨河南省第十
四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网球交流活
动中，邢强生和搭档获得了双打优胜
奖。“我喜欢打网球。这项运动不仅让
我身体变得更健康，还让我结识许多
朋友，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乐趣。”10月
15日，今年60岁的网球达人邢强生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退休前，邢强生是郾城高中的体
育老师，与网球结缘要追溯到20世纪
8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女篮在郑州集
训，我观摩她们训练时注意到了在旁
边场地训练的省网球队队员。从那时
起，我便对打网球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邢强生说，他经常看网球相关视
频和各种网球比赛，学习网球技巧，
并对着操场上的一面墙练习。

邢强生告诉记者，国家引进短式
网球后，1996年面向全国招收30名8
到12岁的学生进行培训，他立刻给儿
子报了名。此后，邢强生经常陪着儿
子到外地训练、比赛。儿子在场上训

练，他在场边观看、学习，并趁训练
休息的空隙向教练请教网球方面的问
题。他的儿子16岁时凭借优异的成绩
被上海体育学院录取。

凭着对网球的一腔热爱，邢强生
只要有时间就会练习打网球，技术也
越来越好。“2006年，漯河建了网球
场，我打网球实现了场地自由。”邢强
生说，多年来，网球已经成为他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扎马步、上步、挥拍。对，就是
这样……”10月 15日，邢强生在市
体育中心网球场教孙子邢海若打网
球。他一边示范动作一边讲解要领。
随后，邢强生和妻子毛俊杰一起打网
球。在邢强生的影响和带动下，网球
已经成为邢强生全家的运动项目。“我
们家每个成员都有网球拍，有时间了
就在一起打网球。”邢强生说。

今年6月退休后，邢强生有了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打网球。几乎
每天下午，他都会到网球场和朋友一
起打球。谈及比赛感悟，邢强生对记
者说：“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

场盛会。我结交了很多网球高手，大
家在一起畅所欲言，分享网球技巧和
临场经验，我受益颇多。以后我会积
极参加网球比赛，在赛场上展现自

我。”邢强生说，我市新网球场馆正
在建设中，相信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网球队伍，享受打网球的快
乐。

■文/图 杨新伟
在源汇区马夫张村，有个马老

汉，退休十余年来，不甘心过清闲日
子，于是拿起锯子、斧头做起了实木
家具，既放松了身心又收获了快乐。

马老汉名叫马长庆，早年在市供
销社工作，有一门过硬的木匠手艺。
退休后，本该颐养天年，但马老汉
说，自己干了一辈子活儿，浑身都是
劲儿，不找点事做不舒服。于是，在
自家小院里，马老汉摆开了阵势：东
边堆着收集的木料，西边放着各种工
具，中间摆着制成品。马老汉干活儿
很细致，选料很讲究，制作一把罗圈
椅就费时一个多月，木料选的是上等
的黄栌材。为了找到合适的木材，他
回到老家——修武县，到深山老林中
寻找，吃尽了苦头。有一次，他三月
进山，本来晴空万里的天突然下起了
鹅毛大雪，马老汉穿着单薄，被冻得
瑟瑟发抖，幸亏碰见了巡山员，送给
他一件旧大衣才脱离险境。老汉回到
家后，病了一个多月。他大儿子说：

“爹，以后不要到处乱跑了，我养得起

你。”马老汉笑着说：“要说维持生
活，我的退休金足够。主要是干了一
辈子木匠活儿，闲不住啊！”

罗圈椅的扶手最难做，材料上不
仅要求硬度，还要有一定的柔韧性，
黄栌材虽好，但原料有限，代价较
高。于是马老汉找来柳木、榆木、桑
木反复实验、比较，最后选中了柳
木。木料选好以后，还要经过切削、
晾晒，才能进入加工程序。马老汉在
车床上对木料进行切削、打磨，加工
出来的椅面平整、光滑。他总是说，
慢工才能出细活儿。

前几天，马老汉碰见了一件高兴
事，乐得合不拢嘴，原来是有人要拜
他为师。以前，马老汉干起活儿来兴
致勃勃，但一干完活儿便会无精打
采，别人问起缘由，他说：“我发愁
啊！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我怕
后继无人啊。”为这事儿，马老汉只要
碰见认识的年轻人，就邀请他们到小
院里看看，以激起他们的兴趣，希望
收两个徒弟。但年轻人看过以后，大
多笑笑，没有人愿意跟着他学。一

次，有个小伙子从他门前经过，两人
搭上了话。言语中，马老汉觉得这个
年轻人对木匠活儿感兴趣，便急忙把
他引到院里，让他看自己打制的罗圈
椅。小伙子看到后连连赞叹，要拜马
老汉为师。马老汉喜出望外，连说：

“好好好，你跟我学吧。将来你结婚，
我送你一对罗圈椅。”

马老汉除了爱干木匠活儿外，还
热爱游泳。用他的话说，不管有啥烦
心事儿，只要游起来就都忘了。2021
年 11月的一天，马老汉正在河里游

泳，突然发现有人落水。他立即游到
落水人的身边伸出手去拉，不料被那
人先拉住了手，坠得马老汉连喝几口
水。后来马老汉咬紧牙关，把那人托
起，用劲向岸边游去。最后，人得救
了，马老汉悄悄离开了。几天后，家
人得知这件事后很惊讶，因为马老汉
前段时间刚做过手术，还没完全康
复，胳膊里还有术后留下的钢板。“当
时肯定要先救人，不能想那么多。多
犹豫一秒，人就多一分危险。”马老汉
淡淡地说。

闲不住的马老汉

“银发经济”托起幸福“夕阳红”

■王海川
妈妈的陪嫁箱长约一米、宽约六十

厘米、高约五十厘米。原本黑红色的箱
子历经岁月洗礼已褪变为深邃的黑色，
油漆斑驳，难以寻觅当年的色彩。箱子
上镶嵌着黄铜锁，锁壳长约8厘米、宽约
4厘米，遗憾的是锁头和开锁的铜片已遗
失，箱子整体显得古朴而久远。妈妈
说，这箱子也是姥姥的陪嫁箱。如今，
它虽显陈旧，却承载着家族的回忆。

自我记事起，家中历经两次翻新房
屋、两次搬家，许多旧物都已被淘汰，
唯独这个箱子始终与我们相伴。小时

候，我曾好奇地翻看箱内物品，发现除
了衣物、布料，还有一个精致的木制小
柜匣，里面装有镜子、木梳，分隔的小
格子中放着头花、镯子、铜钱等小物
件。柜匣虽有锁头，但记忆中从未上
锁。我还翻出过妈妈结婚时使用的绒线
冠、压裙，还有几片霞帔，上面缀有吉
祥图案并配有流苏、金线饰边，见证了
妈妈当年的风光。妈妈说，姥姥家虽子
女众多，但依靠姥姥娘家的接济，尚能
温饱。妈妈出嫁时，陪嫁箱里放有压箱
的铜钱和鞋样等，在当时已算得上是丰
厚的嫁妆。那些年，我在灯下写作业，

妈妈则在一旁纳着鞋底。她手巧，做的
鞋子穿起来格外舒适。妈妈似乎永远不
知疲倦，手中总有忙不完的活儿。妈妈
曾回忆，她嫁到我们家时，家中十几口
人仅有一亩地和几间草房。困难时期，
妈妈用陪嫁箱里的钱和首饰换取了家人
的温饱。

如今，长大的孩子们对陪嫁箱里的
东西也不再感兴趣，但里面仍珍藏着珍
贵的回忆。休假时，我开玩笑说想看看
箱中的宝贝，妈妈总会主动打开。箱中
最珍贵的是父亲的复员证明和一张参加
抗美援朝出发前的戎装照。照片中，父

亲头戴棉军帽、身穿棉军装站在方桌
旁，方桌上摆放着一个花瓶，里面插着
花朵。这张照片虽已破损且模糊，但对
妈妈乃至我们全家来说都有着特殊的意
义。

有一次，妈妈从箱中拿出一套鲜艳
的棉衣，告诉我那是她的寿衣。我无法
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夺眶而出。妈妈
却平静地安慰我，说这是乡里的风俗，
希望我不必为此感到不安。如今，妈妈
的背影已不再挺拔，步履也不再轻快，
但她依然坚定地告诉我们，她等着看我们
的孩子成家立业，享受儿孙的福。

妈妈默默承受生活的苦，只向我们
展示了生活的甜。我们在享受这份甜蜜
的同时，也时刻没有忘记这背后是妈妈
咬紧牙关在坚持。今后，无论岁月如何
变迁，我们都要好好保存妈妈的陪嫁
箱，永远铭记她！

妈妈的陪嫁箱

■见习记者 李沛真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银发

经济”正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近
日，记者调查发现，从养老服务到老年
旅游，从医疗保健到智能养老产品，

“银发经济”涵盖多个领域，为老年人
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生活选择。

“我们针对高龄、空巢、独居、失
能、术后恢复期老人等群体，提供长
托、短托、日托等服务。老年人可以
根据需求，选择相应的服务。”9 月
29日，召陵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对记者说。在该中心，记者看
到，这里除了为老年人提供日常护
理、健康管理等常规服务外，还设有

电影放映室等娱乐区域，满足老年人
娱乐社交、终身学习、心理慰藉等精
神需求。

10月10日，在位于淞江路的一家
适老化产品体验店，记者看到这里摆放
着各种为老年人设计的产品，从电子穿
戴、家居厨卫到轮椅、按摩器等应有尽
有，产品价位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
这里的电子穿戴产品比如手表有一键呼
叫功能，可以帮助老年人在需要的时候
迅速联系家人。家居厨卫产品的设计也
根据老年人的需要增加了扶手或是电动
升降功能。记者注意到，店里还摆放着
一个睡眠仓。“睡眠仓是一个供老年人
休息的地方。睡眠仓配备的有按摩仪和

心率检测仪，老年人在里面可以边休息
边测心率。”工作人员介绍，除了产
品，体验店还为老年人提供助医、助
洁、助餐、助浴、助行、助娱等服务，
70岁以上老年人可以享受政府补贴，服
务价格更优惠。“订餐的老年人很多，
一般是独居老人。我们提供送餐到家服
务，也有的老年人会直接来这里吃
饭。”工作人员介绍。

老年人旅游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
题。我市多家旅行社都有专门为老年人
定制的旅游路线。“到北京和海南旅游
的老年人较多。我们刚发了一个去海南
的团。”10月10日，漯河市夕阳红旅行
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老人过度依赖子女怎么办

记者观察

邢强生正在打网球。

马长庆在做木工活儿。

案例：
赵先生是独生子。因父亲长

期在外工作，赵先生的母亲退休
后一个人在家，逐渐变得谨小慎
微、多愁善感，任何事都要征求
他的意见，每天都会给他打很多
次电话。此外，她还多次要求赵
先生按照她的意愿选择工作和女
朋友。赵先生称，自己乐于照顾
母亲并尊重她的意见，但对母亲
的过度依赖和干涉感到困扰。

分析：
其实，老人并不希望自己成为

子女的负担。但是，由于一些客观
原因，老年人在独立性与依赖性之
间会不自觉地向依赖性方面转化。

比如赵先生的母亲已在物
质、时间、情感方面对给予赵先
生大量的投入，随着年龄的增
长，对赵先生的期待和依赖自然
也会增加。再加上退休后人际交
往范围变窄，且未重新调整生活
重心，便进一步加重对赵先生的
依赖。此外，随着社会的快速发
展，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比如数
字化设备和技术的应用，老年人
无法熟练掌握这些技能时，也会
增加对子女的依赖。如何应对这
种代际关系中的过度依赖，是我
们共同要思考的问题。

对策：
老人层面。一是承认问题。

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情感依赖就说
明有改变这种局面的意识，改变
就只是时间问题。二是辨别原
因。分析是因为早期有被抛弃的
经历，想不顾一切抓紧身旁的人
以确保不再度被抛下，还是面对
退休、搬迁、疾病或丧偶等而出
现的依赖性行为。三是建立秩
序。培养内在的秩序感，建立一
套稳定的日常行为模式有助于缓
解对子女的依赖，比如有稳定的
兴趣爱好等。四是融洽关系。注
重提高夫妻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质
量，重视彼此的情感需求。独居
老人则要多与邻居走动，避免和
子女过度捆绑。五是转变观念。
孩子成年后，不将其视为自己的

一部分，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
子女。

子女层面。一是理解包容。
理解父母内心深处的痛苦，对父
母多一些同理心和包容心，避免
互相指责、互相厌弃。二是鼓励
社交。帮助父母拓展交际圈，比
如鼓励他们参加社区活动、志愿
组织，或给父母报名参加老年大
学、短途旅游等。三是给予帮
助。主动帮助父母适应数字化时
代，教会他们学习各种电子产品
和APP的使用方法，同时提醒他
们注意避开网络“坑老”陷阱。
四是建立边界感。将你能容忍什
么、不能容忍什么和你愿意做什
么、不愿意做什么明确地告诉父
母，并学会委婉恰当地说“不”。

社会层面。一是教育赋能。
织密老年教育办学体系，推动老
年教育办学向基层延伸；提高教
育质量，从偏重康乐、休闲的娱
乐型向让老人有作为、有进步的
赋能型转变；丰富课程体系，为
不同年龄层次、兴趣爱好、健康
状态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的课程，
满足老人的个性化与实用性需
求。二是提升老年人参与度。让
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群体找到
融入社会的新方式，为老年群体
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和社区治理提
供机会和岗位，使老年群体在奉
献余热的同时有所收获，从而提
升老年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本文作者为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社会工作师王晓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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