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
2023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基本养老服务事项。目前，我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

速，截至2024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55.1万人。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即日起，本报开设《聚焦养老一线》专栏，记者深入养老机
构、社区养老中心、老年群体等，聚焦我市养老服务行业，讲述一线护理人员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和老年人生活中的琐事、趣事，展现我市养老服务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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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鹏
风在塘边 种下涟漪
蜻蜓的翅膀 轻轻擦过岁月
荷叶托起陈年月光
露珠在时光的褶皱里
摇晃着童年的记忆

蛙鸣是被遗落的标点
在浮萍间 忽明忽暗地闪烁
菱角藏起尖锐的心事
等月光把水面熨成泛黄的信笺

老水车佝偻着脊背
转动着 永不干涸的往事
涟漪深处 有鱼儿衔走碎月
又吐出 满塘摇曳的星光

外婆的蒲扇曾摇碎暮色
童谣还在荷叶间
轻轻飘荡
那株歪脖子柳树
仍守着
不肯褪色的乡愁

诗词雅韵

暖心社艺术团成员在排练节目。

暖心社艺术团：传递温暖与欢乐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源汇区顺河街街道东大街社区活跃着

一群“不服老”的银发老人，虽已两鬓染
霜却神采奕奕。退休后的他们换上绚丽的
演出服，拿起麦克风，将欢声笑语送到街
坊邻居家门口。这支成立两年多、成员平
均年龄超过 65岁的艺术团是社区里的

“银发文艺轻骑兵”，以歌舞为媒传递温
暖，用行动为社区增添亮色，成为居民心
中当之无愧的明星艺术团。

“咚锵锵，咚嚓嚓……”5月21日，
东大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传来了喜庆
的锣鼓声。铜器震天响，梆子、板胡齐上
阵——暖心社艺术团的老人正在排练歌
曲、戏曲等节目。

打梆子的赵保安今年 77 岁。退休
前，他是单位里的文艺骨干；退休后，他
是暖心社艺术团的“主心骨”。为了让文
艺节目更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他带领艺
术团成员深入挖掘社区日常，将党的新政
策、社区新变化巧妙融入三句半作品《夸
夸我们的好生活》。每次表演时，台下总
是响起热烈的叫好声和掌声。居民王阿姨
激动地说：“节目把社区变化唱得明明白
白。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听着心里真得
劲儿！”赵保安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咱们的舞台不在剧院，而在老百姓的心
坎上！”

为什么要组建艺术团？赵保安笑着

说，“老了，在家闲着没事，走出家门为
社区居民送去欢乐，自己心里也舒坦。”
社区里，像他这样钟情文艺的老人有20
多位。70岁的杨玉芝退休后非常喜欢文

艺活动，2004年到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系
统学习声乐，2022年又拜师学习中阮。

“家人特别支持。我先后购置了中阮、小
阮、柳琴等多件乐器。”杨玉芝笑着说，

“我现在能弹奏十余首曲子，会演唱十几
首歌。闲暇之时弹奏几曲，我的晚年生活
可充实了。”

杨玉芝留意到社区里不少高龄老人缺
少陪伴、内心孤独，便以生活为蓝本，创
作了情景剧 《社区邻里一家亲》。在剧
中，她扮演热心大姐，生动演绎陪伴老人
聊天唱歌的温馨场景，感动得观众眼泪
直流。独居老人张大爷动情地说：“剧里
的情节就像发生在自家。谢谢老伙计们，

让我知道自己还有人惦记着。”杨玉芝还
发挥所长，带着十余名姐妹从零起步学唱
歌，用旋律点亮生活。艺术团成员李奶奶
感慨：“以前在家闷得慌，现在最盼着每
周一、周三排练。和姐妹们唱唱歌，感觉
自己都年轻了十岁！”

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 70 岁的张莲
英。她退休后跟着手机学唱戏。“没老师
教可不容易，先要记戏词、抠唱腔，反复
推敲伴奏配合。一板一眼、一腔一调地细
抠，成百遍练习，我们才能满意。”张莲
英感慨道：“作为业余爱好者，我的水平
提高主要得益于艺术团这个大家庭。”

“在暖心社艺术团，不管是科班出身
还是自学成才，每次排练大家都用心切
磋、共同进步。”赵保安说，如今团队配
合默契，准备两小时晚会、编排十余个节
目已游刃有余。

除了排练时间，逢重要节日或者周
末，他们便带着便携音响、折叠展板，穿
梭于辖区大街小巷。他们在小区里唱响红
歌，激昂的旋律回荡在楼宇之间；在广场
上播放经典戏曲，引得居民纷纷驻足观
看。有居民打趣道：“只要他们演出，哪
儿都是‘星光大道’，比电视节目还精
彩！”除了活跃在社区，他们还定期走进
养老院，用精彩演出丰富老人们的精神文
化生活。养老院的护工感慨：“每次艺术
团来，老人们的高兴劲儿能持续好几天。”

“不仅如此，暖心社艺术团还紧跟时
代步伐，改编戏曲歌曲，编排防溺水、反
诈骗主题情景剧，宣传效果特别好。”东
大街社区党总支书记黄贺云介绍。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楼道里的
欢声笑语、广场上的热烈掌声、邻里间的
脉脉温情，都是东大街社区暖心社艺术团
成员“老有所为”的生动诠释。而他们的
暖心故事，仍在社区舞台上续写着新的篇
章。

王晓南：用青春守护“夕阳红”
■文/图 见习记者 张 赢

“宋姨，今天身体咋样？有没有开
心事跟我分享？心里要是有啥不高兴的
事，随时都跟我说呀。”5月19日，在
漯河万安老年公寓，身着工作服的护理
员王晓南轻轻蹲下身子，微笑着与老人
拉家常，眼神里满是关切。

1991年出生的王晓南原是单位的
会计。2023年，养老服务行业面临用
人短缺困境，急需年轻力量补充。此
时，王晓南主动报名转岗竞聘一线护理
员，开启了自己的职业新篇章。

“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对老
人有特殊感情。看到转岗竞聘的消息就
想着试试，也挑战一下自己。”王晓南
回忆。此前在财务科工作时，她细致耐
心的服务态度已赢得许多老人的喜爱。
这份经验也成了她投身养老护理行业的
重要动力。

转岗初期，王晓南压力倍增。“体
力还行，但心理负担比较重。”她坦
言，从零开始学习基础护理知识，尤其
是怎样照顾失能失智老人——他们生活
无法自理，情绪又常不稳定。护理工作
不仅需要专业技能，更考验耐心与细
心。为此，她向前辈虚心请教，逐步积
累经验。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养老护
理需求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份工作特别

有意义。”王晓南坚定地说。
在日复一日看似琐碎的护理工作

中，王晓南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有一位赵阿姨，儿女送来食物后她一
边把苹果塞到我手里，一边叫我‘好闺
女’。那一刻，我心里特别感动，再累

也觉得值了。”王晓南笑着说，看到老
人们在她的照顾下身体状况慢慢好转、
脸上重新露出开心的笑容时，她觉得所
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在王晓南看来，老年护理工作不仅
要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还要给予老人

精神上的关爱和陪伴。“很多老人因子
女忙碌无暇照看而来到养老院。他们的
内心其实很孤独，特别需要有人陪
伴。”因此，她每天都会抽出时间陪老
人聊天，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在她
看来，有时候老人仅仅是需要一个倾诉
的对象，而她愿意成为那个耐心的听
众。

培训、上岗、学习……现在的王晓
南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收获了众
多老人及其家属的认可与称赞。但她并
未因此停下脚步，而是始终保持着学习
的热情。“养老护理行业发展迅速，我
们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才能
更好地服务老人。”她利用业余时间积
极参加各种培训课程，学习前沿护理理
念和方法，努力提升自身专业素养。
2024年，王晓南在河南省养老服务技
能大赛家政服务员（家庭老人照护）赛
项中荣获个人二等奖。

在王晓南眼里，养老护理是一份神
圣的职业，它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期待，
体现了社会的温度。“我希望继续在老
年护理岗位上发光发热，为更多老人带
去温暖和关爱；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更多人了解养老护理行业，尊重
和理解我们这个群体。同时，期待有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为养老护理事业
注入新的活力。”王晓南说。

■王海川
在河南老家院子里，母亲坐在纺车

前，右手轻轻摇动，左手牵引着长长的丝
线。妹妹在微信群分享的这张照片让我仿
佛再次听到了纺车的“吱吱”声，勾起了
我对童年的回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物资
匮乏，家中的衣物、床单、被褥，甚至我
上学的书包，都是母亲用纺车纺出的线织
成的。那些夜晚，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
纺棉花，无论多么寒冷，她都不曾停下。
我记得一个寒冷的夜晚，全家人围坐在煤
火旁吃过饭，母亲收拾完碗筷、喂过猪
后，就在纺车前忙碌。她拿来玉米叶子编
的蒲团坐下，双腿盘着，双手熟练地整理
纺车。那个时候，母亲的纺车由木架、锭

子、绳轮和手柄组成，大轮子直径约一
米，通过父亲“特制”的麻绳带动木锭子
旋转。母亲纺线前先要把生产队分配的籽
棉花晒干，然后把其中的杂物、棉籽挤出
后再弹一弹，棉花变蓬松后搓成条状纺
线。只见母亲将棉条纤维粘在锭子上，然
后右手摇、左手拉线，大轮子快速旋转，
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吱”声。纺车的旁边
是小方桌，桌子一角放着一盏煤油灯，供
母亲纺棉花和我们兄弟三人学习照明。夜
深了，母亲催我们去睡觉。伴随着母亲纺
线的节奏声，我们相继进入梦乡。一觉醒
来，我看到母亲还在纺车前忙碌，最小的
弟弟睡在母亲的怀里。那情那景，我永远
忘不了。母亲用纺车纺出了我们全家的温
暖和希望。

此刻，我反复端详着母亲的照片，
想把每一个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然
后，我在微信上打出了一行字给妹妹：

“问咱妈，这纺的线干啥用？”妹妹回
复：“妈说纳鞋底用。”紧接着，她又转
述母亲的话：“现在的衣服都是买现成
的，大多是化学品制成线，硬，穿着不
舒服。老年人还是喜欢棉线。人老了，
啥大活儿都干不了，只有针线活儿多少
还能干些。”

如今，很少人会纺线织布缝衣了。
看到母亲搬出纺车纺线，我的内心涌
出幸福的暖流。回忆过去的点点滴
滴，我的思绪如棉线般绵长。纺车的
低吟似轻柔的弦乐，萦绕在我的童年
记忆中。

母亲的纺车

情绪对身体健康有着重要影
响。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中记
载了古人丰富的养生知识，其中
就包含了不少情志养生的内容。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
“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
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
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
身也。”也就是说，人只有恬淡虚
无、心宁志守，才能长寿。现代
人往往忽略了这个道理，常常放
纵自己、率性而为，不懂得守神
节欲，从而伤精耗气。人们只有
保持内心的安宁和稳定，懂得自
律，减少欲望，不因外界事物的
变化而焦虑，才符合养生之道。

我们还要顺应四时阴阳的变
化来调神养生。对此，《黄帝内
经》中有详细论述——春三月是
阳气升发的季节，要“广步于
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也
就是要多出去活动，舒缓形体，

使情志和自身阳气一起随着自然
界宣发升腾。夏三月是万物繁盛
的季节，应“夜卧早起，无厌于
日，使志无怒”。也就是要适当
晚睡 （晚上 11时以前入睡） 早
起，不要厌恶夏天日长天热，保
持心境平和，不要发怒，以免耗
散阳气。秋三月是成熟的季节，
应“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
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
也就是要早睡早起，收敛神气，
使情绪安宁，以适应秋天的肃杀
之气。冬三月是收藏的季节，要

“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
伏若匿”。也就是要适当早睡，
太阳出来时再起床，使情绪、精
神沉下来，与冬季的闭藏特点相
适应。

总之，情志舒畅、平和是健
康长寿的重要条件，养生要先

“养”情志。
据“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养生先“养”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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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南与老人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