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2024年 12月 22日，在市职工棋院，

象棋爱好者张如意和李跃峰在棋盘上排兵
布阵。他俩时而凝眉沉思，时而果断落
子。棋盘之上兵来卒往、炮飞马跳，奇招
频现，让棋友们直呼过瘾。

“张如意下棋敢于搏杀、善使炮局。在

象棋大战中多次以凌厉之势攻杀。”一旁观
战的市象棋协会会长陈春峰说，前不久，
在全国业余棋王赛河南赛区漯河冠凤农牧
杯象棋大赛暨漯河市老年象棋大赛上，张
如意面对众多省内外高手，就是凭一股拼
劲，最终获老年组冠军。

今年58岁的张如意是漯河经济技术开
发区邓襄镇后安村人，八九岁时他就爱看
村里的老人下棋，看得多了，慢慢地也懂
得一些下棋知识。张如意初中毕业后在家
种地，农活儿不忙时，他走南闯北打零
工。不管到哪儿，他都会抽空儿看别人下
棋，然后自己回去钻研、学习。

2000年，34岁的张如意信心满满地到
市文化宫参加全市象棋比赛。但是，第一
局对弈就败北了。下了这么多年象棋，为
什么差距这么大？他虚心请教在旁观战的
高手，寻找原因。“下象棋光凭热爱和激
情是不行的，得按路数走。你得多看有关
象棋的书。”得到答案，张如意连声道谢
后直奔书店。

“我入手的第一本书是中国象棋大师黄
少龙编著的《马炮争雄》。该书系统介绍了
中炮对屏风马布局，是象棋爱好者学习这
种布局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张如意说。

当时他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生活的重担
都落在他一人身上。于是，他白天打工挣
钱，晚上看书学习。在维持家庭开销之
余，他会购买一些关于象棋方面的书籍。
他爱书，但不迷信于书。一些棋局经过拆
解分析，他发现书上的行棋之法并不完全
适合每场实战。“比赛的临场经验、选手的
顽强精神很重要。要敢于亮剑，不能保
守。”张如意说。

一次到云南打工，得知当地高手“王
眼镜”棋艺高超，张如意便一心想与其一
较高低。结果因为经验不足，“王眼镜”让
他双马，他还是输了。他苦思冥想后，最
终寻得破解之法。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
的一次对弈，他终于赢了“王眼镜”。一
次，他找到当地一家企业的象棋冠军比
试，但被婉拒。后来，他再三恳求，终于
与其对弈，但遭遇惨败。知耻而后勇。几
个月后他的棋艺大增，再次交手终于获
胜。在与高手的多次交流中，张如意逐渐
悟出象棋蕴含的哲理：世事如棋局局新。
下棋唯有宠辱不惊，方能应变自如。

“2000年到2009年这十年里，我不断
看书学习、找高手对弈。”张如意说，这十
年里，他丰富了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棋

艺日益精进。
2010年至2019年，张如意与棋友参

加省、市象棋类的个人赛、团体赛，逐渐
开阔了眼界，屡获大奖，成为我市象棋爱
好者中的佼佼者。

“在又一个十年里，我不但多次拿到了
好名次，还见证了咱漯河业余象棋的跨越
式发展。”张如意说，2010年，当时漯河
的业余象棋水平位居全省中下游，到2019
年已稳居第一方阵。原因有两点：一是
2010年前后，我市开办了多家棋院，培养
了许多爱好象棋的孩子。到2019年，这群
孩子逐渐崭露头角。二是这些年各级象棋
赛事越来越多，给棋手提供了以赛代练的
平台。

2020年，张如意考取了象棋项目二级
裁判员资格证。2018年和2024年，张如
意连续两届当选市象棋协会副会长。在他
看来，我市很多年轻的象棋爱好者雨后春
笋般涌现，并且在各项赛事中取得不俗战
绩。作为一名曾经在棋盘驰骋多年的老
将，他很骄傲和自豪。他更愿意退居幕
后，帮一帮、带一带，让更多年轻象棋爱
好者参加对外交流活动和省、市的一些大
赛，推动我市象棋事业蓬勃发展。

张如意：“棋”乐无穷五十载

张如意在思考棋局。

■李素娥
冬至，寒风凛冽，却吹不散人间的温

情。“冬至大如年，人间小团圆。”冬至当
天，我们幸福家园社区老年大学组织学员
开展“情暖冬至 银龄在行动”志愿服务活
动。大家一起走进召陵区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孟庙镇五里庙康养服务中心、召陵区
滨河路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为老人送去爱
和温暖。

上午8点多，幸福家园社区老年大学
的学员们就带着满满的热忱与爱心奔赴各

处。在召陵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大厅
里，音乐悠扬，歌舞蹁跹。老人们坐在椅
子上，目光紧紧追随着舞台上的表演者。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有的老人轻声哼唱，
有的则微微晃动身体，似在回味往昔的
青春岁月。我们精心准备的节目一一上
演。看着台下那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
庞，我心中满是敬意与温情。当 《最美
不过夕阳红》 的音乐响起，我仿佛看到
老人们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光芒，那是
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老

年大学的学员们用专业及真诚的表演为
老人们带去欢乐与感动。每一个舞步、
每一句歌声，都凝聚着我们对老人的关
爱与祝福。

大厅歌声阵阵，厨房里热气腾腾。
爱心志愿者围在桌旁，和面、调馅、包
饺子，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将对老人的
关爱与祝福温柔地包进每一个饺子里。
那白白胖胖的饺子好似冬日里可爱的精
灵。当一盘盘饺子端到老人面前，老人
们的眼眶湿润了。一位老者夹起饺子

说：“这饺子看着就好吃啊。”有的老人
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起身与大家一起
载歌载舞。他们的笑容如同冬日的暖
阳，灿烂又动人。

在这寒冷的冬天，幸福家园社区老
年大学的师生们以公益演出和包饺子的
形式传递着对老年人的敬重与关爱。愿
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如同点点星光，
在漯河的天空中汇聚成璀璨银河，照亮
城市的每个角落，温暖每位老人的心
窝。

冬天里的爱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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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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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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一二三，走……”“注意跟上节

奏……”2024年12月6日，源汇区马路街
街道八一路社区活动室内温暖如春，时尚
模特队的队员正在训练。记者看到，队员

个个活力四射、神采奕奕。她们身姿优
雅、步伐轻盈，随着音乐不断变换队形，
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时尚模特队成立于2019年，目前共有
队员12名。每周三、周五，她们会在八一

路社区活动室开展活动。“我们是一支老年
模特队，年龄最大的队员72岁、最小的60
岁。”时尚模特队队长孙爱琴说，“虽然队
员们年龄不小了，但大家刻苦训练的劲头
一点儿也不比年轻人差。”

日常训练中，队员们反复练习、研究
每一个动作和表情，力求达到完美。每周
两节的训练课，基本没人缺席，大家分秒
必争地练习。有的队员不仅在课堂上专心
学习，回家后还继续练习。“每次训练，都
可以看出大家比上一次有进步。”孙爱琴欣
慰地说。

如今，时尚模特队创作了不少节目。
这些节目从动作编排到音乐、服装、道具的
选择，都由队员们精心设计。“不同的节目有
着不同的气韵，或温柔或明快或热烈。”孙爱
琴说，在节目创作过程中，她们会费尽心思
反复调整，确保节目既契合主题，又能达到
更好的舞台效果。“虽然有时节目还得推倒
重来，但是既然做了，我们就要尽力做到

最好。”采访中，队员纷纷表示。
刻苦训练换来了阵阵喝彩。在八一路

社区开展的各类活动中，时尚模特队的节
目时常担当“重头戏”，《秋水伊人》《最美
中国》《水韵江南》等节目都得到了观众的
认可与称赞。“听到观众的掌声和喝彩，我
们心里比吃了糖还甜。”孙爱琴脸上挂满笑
意。

时尚模特队不仅展示了当代老年人热
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还带动了
更多老人追求健康、美丽。“这几年下来，
我明显感觉自己身体更健康了，精气神都
跟以前不一样了。”69岁的陈中华受朋友
邀请加入时尚模特队，她告诉记者，“自从
加入模特队，我不仅形象上变年轻了，心
态上也更年轻了。现在在家里，我就是活
跃气氛的那一个。家庭氛围也更好了。”

“我们会一直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不
懈追求，秀出老年人的最美夕阳红。”孙爱
琴说。

银发模特队 秀出最美“夕阳红”

■文/图 见习记者 李沛真
“虽然退休了，但我还是希望能发挥

余热，力所能及地做好一名党员应该做
的事。”接受记者采访时，焦国欣说。
2024 年 12 月 4 日，记者来到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老应村，见到了年过八旬
的焦国欣。焦国欣年轻时曾在部队当
兵，退伍后回到家乡成为老应学校的
校长。后来他当选老应村村委会主
任。任职期间，焦国欣带领村民种
烟、种棉花等经济作物，使村民走上
致富路。

如今，早已退休的焦国欣跟老伴张爱
连一起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焦国欣和
张爱连今年都 80 多岁了，但两人都精
神矍铄。两人育有两儿一女，每逢周末
或节假日，孩子们都会回来看望焦国欣
老两口。

虽然已经不在工作岗位，但作为一名
老党员，焦国欣依然积极参与村里各项事
务，发光发热。2014年至2017年，焦国
欣成为村里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他积极
参与‘阳光村务’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一
致好评。”老应村党支部书记应朋伟告诉
记者。2016年7月，焦国欣荣获“光荣在
党50年”纪念章。这个奖章对焦国欣来说
意义非凡。作为一名老党员，他一直身体

力行为群众服务。这个奖章，是他多年付
出的见证。2017年，中共黑龙潭镇委员会
授予焦国欣“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焦
国欣经常参加村里组织的活动，并给年轻
党员讲课。”村委委员焦海亮告诉记者。
2022年，焦国欣被郾城区人民政府征兵办
公室聘为廉洁征兵监督员。虽然已退伍多
年，但能为征兵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焦
国欣觉得很自豪。

八旬老党员 基层献余热

■王晓景
案例：

“我爸经常熬夜刷视频、
看直播。过去没事儿还能钓钓
鱼、下下棋，现在只剩下看手
机了，有时候吃饭也得喊好几
遍。”刘女士说起沉迷于手机
的父亲，一脸无奈。

在外工作的董先生最近也
很心烦——母亲深迷于网络短
剧，不但花了几千元解锁剧
集，还频频与父亲争吵，对生
活中的小事表达不满。微信上
的家庭群也从问候群变成了母
亲的“鸡汤谣言”集散地和

“砍一刀帮帮团”。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叹父

母困在了手机里：做着饭看直
播，不睡觉刷短视频，化身网
购“剁手党”，为打赏一掷千
金……面对这些状况，他们无
力改变，也很自责。

分析：
随着互联网适老化的不断

推进，不少老年人前脚刚越过
数字鸿沟，后脚就陷入“数字
沉迷”。老年人过度沉迷网络
这一现象不容忽视，必须重
视。

老年人深迷手机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一是科技的普及和
便利性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信息获取渠道和娱乐
平台。以大量短视频为主的娱
乐软件操作门槛低、内容吸引
力强，划一划、点一点就能获
得源源不断的信息。二是自我
心理需求的满足。老年人退休
后，生活上的变化意味着他们
社会角色的变化。他们在家庭
和社会关系中不断被边缘化，
难免出现一些心理落差，只能
通过网络娱乐、网络交际互动
等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通过
完成任务提现、点赞关注等方
式获得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认
同，或通过观看短视频来填补
情感缺失和抵御孤独。

对策：
识别老人背后的心理需

求。老年人沉迷手机并非意志
力差，而是内心有未被满足的
需求。老人退休后有大把空闲
时间，如果再遇到丧偶、迁居
等生活变动，且没有固定的兴
趣爱好，内在极易产生焦虑、

孤独，故而才会沉迷手机，追
逐短暂的快乐。对于老人沉迷
手机的行为，我们要理解，而
非指责，在沟通时注意维护长
辈的尊严。一些曾经很强势的
老人受不了成为子女眼中的

“弱者”。
重新构筑良好生活秩序。

很多人生活里面构建的习惯都
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容
易实现怎么来”，这意味着这
些习惯容易被成瘾机制所替
代。相比沉迷于短视频的老人
来说，不怎么沉迷手机的老人
生活过得更有秩序性。也就是
他们本身生活上安排得井井有
条，有稳定的日常行为惯例和
模式。老年人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安排自己做一些简单的、能
切实改善沉迷手机状态的事，
同时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获得情感上的支持、理解和归
属感。

及时鼓励，肯定微小改
变。年轻人不能觉得改变是一
蹴而就的事。虽然老年人时间
充足，完全可以培养琴棋书
画、戏曲、摄影等更陶冶情操
的爱好，但这些都不是短时间
内能熟练掌握的技能。如果强
行去学习，反而会成为一种负
担，甚至造成挫败感。老年人
在培养新习惯的过程中不一定
会一帆风顺，要看到自己坚持
的难能可贵。

随着老年人的深度触网，
社会应提供更多面向老人的健
康娱乐方式和社交选择；加强
对老年人媒介素养的培训，帮
助他们建立健康的媒体消费习
惯，规范平台监管，不过度向
老年人推送同一类型的内容，
尤其是购物、保健品等，确保
他们在享受数字生活便利的同
时，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和心
理健康。

作者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社会工作师

家有“网瘾老人”怎么办

七律·庆元旦
（外一首）

■王林涛

旧去新来又一轮，梅花绽蕊报元春。
登枝喜鹊窗前唱，沐阳儿童院外浑。
捉笔题诗描雅景，铺笺韵赋绘芳馨。
老叟恰逢新岁月，蛇年更有好光阴。

翁之乐

数九寒天祥瑞笼，新枝茂叶陋堂青。
缸里鱼儿游四海，盆中奇卉走千峰。
邻家邀我同欢宴，文朋再聚话旧岁。
宅居拙笔写春秋，惬语咏诗度晚景。

模特队成员在排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