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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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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3993688

征集新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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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135660@qq.com。 联 系 电
话：13733993688。

征稿

■文/图 见习记者 张 赢
“姨，腿伤好了没有？您还是要注

意休息……”“叔，翻身的时候慢些。
来，让我帮您调整下枕头。”6 月 6
日，在漯河光大汇晨康养中心，和往
常一样，护理部主任张飞燕手持记录
本，穿梭在各个病房间。她俯身观察
老人的康复情况时，动作轻柔而专
业；核对床头的护理记录时，连老人
生活的细微变化都不放过。从卧床老
人的翻身频率，到慢性病患者的用药
时间，每位老人的健康档案对于张飞
燕来说，早已烂熟于心。

张飞燕出生于1992年，家乡在陕
西。2012 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她选
择了“冷门”专业——老年服务与管
理。

2014年，21岁的张飞燕到北京光
大汇晨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实习。初入养
老行业，面对卧床的老人，她遭遇了诸
多挑战。“仅仅给老人翻身我就累得满
头大汗，闻到异味也偷偷干呕。”回忆
起那段时光，张飞燕毫不避讳地说，

“干这一行，最难过的还是心理关。”直
到一个深夜，张飞燕曾细心照顾过的一
位老人执意要陪她值夜班时，胆小的她
才明白这份工作还承载着超越血缘的人
间真情。

毕业后，张飞燕选择留在北京光大

汇晨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成为一名真正
的护理员。当时身边不乏质疑的声音，
但她不为所动。

2016 年，张飞燕升任护理主管。

2020 年漯河光大汇晨康养中心开业
时，张飞燕作为核心成员参加了典礼，
并被任命为漯河光大汇晨康养中心护理
部主任。测量老人房间扶手的精准高

度、反复调整护理员排班表、团队技能
培训……如今，张飞燕已是工作中的

“多面手”。
在张飞燕看来，养老护理绝非简

单的“伺候老人吃喝拉撒”，而是要让
老人在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安享晚年。

“在硬件设施上，我们康养中心每个房
间都配备呼叫器、铺设防滑地板；在
服务细节上，我也会要求护理员记住
每位老人的口味。哪怕有老人临时想
吃当天菜单没有的餐食，我们也会安
排厨房也会为其‘私人订制’。”张飞
燕说。

每天下午3点，张飞燕会跟同事们
一起组织老人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如
唱歌、跳保健操、剪纸等，每逢节日还
会开展包粽子、缝香包等活动。看着老
人们在康养中心快乐地生活，张飞燕感
到非常满足。

如今，张飞燕已是高级护理员。她
时刻关注着养老行业的发展：“护理员
队伍里，50岁左右的女性占多数。她们
帮老人翻身、学习使用智能设备都很吃
力。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
业。”

“把每位老人当家人，将心比心。”
张飞燕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十年如一
日，张飞燕用爱与专业技能，在养老服
务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张飞燕：悉心关爱 让老人安享晚年

案例

李女士说，她每次回老家，
都会看到屋子里摆满父母通过参
加讲座或在网上购买的保健品。
为此，父母不仅花光了每月的退
休工资，甚至有时还会借钱购
买。网络上老人痴迷保健品成瘾
的案例比比皆是，央视也报道过
这种骗局。李女士劝说阻止时，
她的母亲就脸色难看地说：“你怎
么啥事都管？我们花自己的钱，
受骗也愿意！”她的母亲还说，保
健品推销员总是对他们嘘寒问
暖，参加保健品讲座还能结识一
些新朋友。尽管保健品价格不
低，但他们还是愿意购买。李女
士为此很苦恼：“劝也劝不住，说
多了还影响家庭关系。”

分析

老年人过度购买保健品系多
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对健康的
焦虑和对疾病的恐惧。成年人随
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会逐渐
下降，不少人会把保健品视为延
缓衰老、预防疾病的救命稻草。
二是被精准营销与情感操控。大
多数保健品讲座上，销售人员会
夸大保健品效果，并通过嘘寒问
暖、赠送礼品等方式与老人建立
信任，诱导老人持续消费。三是
认知存在局限。部分老人对医学
知识了解有限，易被伪科学话术
误导，加上朋友推荐或群体活动
中“大家都在买”的暗示，在从
众心理作用下会盲目跟风购买，
等等。

对策

老人层面，应加强反思与自
我管理

老人要定期整理家中的保健
品，看是否有大量重复购买行
为，同时问问自己：“是什么引导
自己不停地购买保健品？”“购买
保健品给自己带来了哪些好处？
这些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

老年人如果觉得生活乏味，
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学习感兴
趣的东西，丰富个人生活。比如
跳广场舞、打太极拳、练习书法
等，或者利用丰富的人生经验积

极参与社区事务、发挥余热为社
区贡献微能量。生活上安排得井
井有条，有稳定的日常行为惯例
和模式时，既可以改善健康、缓
解不良情绪，又能减少心理上对
保健品“神奇功效”的期待。

家庭层面，应加强理解与关怀
在保健品这类问题上，通常

老人们不仅仅是为了购买产品，
而是通过购买保健品来捍卫自己
的“决定权”，并享受购买过程中
被人关怀的感觉，获得社交需求
的满足感。

作为子女，我们无法帮父母
避开生活中的所有风险。但对于
他们的行为，我们要先去尝试着
理解，而非指责。沟通时注意维
护他们的尊严，避免说“你怎么
这么糊涂”这样的话。我们要多
用温和的话语与他们沟通，同时
也可借助权威机构发布的消费提
醒等，让他们明白过度购买保健
品的危害。同时，每逢周末或节
假日增加陪伴父母的时间，多进
行家庭互动活动，如聊天、玩益
智游戏、做运动等。

社会层面，应加强监管与维
权支持

医院、院校等多联合开展
“科学养老”健康教育讲座，解读
保健品成分与风险；持续推广国
家反诈中心APP，拦截骚扰电话
和虚假广告；组织老年人参与反
诈情景剧，揭露“亲情牌”“专家
牌”等话术套路；鼓励社区、物
业监控可疑的“健康讲座”“免费
体检”活动，及时上报监管部
门；有条件的地方，开通老年人
心理咨询热线，帮助化解不良情
绪。同时，开辟老年人消费维权
绿色通道，简化举证流程，减少
老年人维权难度。

本文作者为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社会工作师王晓景

老年人过度购买
保健品问题如何解决

■谢文衍
退休，曾被人们视为人生忙碌旅程的

句号。然而，对于我而言，它更像一段崭
新征程的起点。告别了往昔早出晚归的工
作状态，我并未选择安逸地享受悠闲时
光，而是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教育志愿者的
行列，从此开启了充实且意义非凡的退休
生活。

每个周末，我总会早早地到达社区
课堂。孩子们那一张张纯真无邪的笑
脸，一双双充满对知识的渴求双眸，恰
似一束束温暖的光，照亮了我退休后的
生活。辅导作业之际，我深知自己肩负
的责任重于泰山。我耐心地解答他们在
学习中遇到的每一道难题，从错综复杂
的数学题，到优美动人的文章；从奇妙

有趣的科学现象，到别具一格的英语语
法。我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他们
叩开知识的大门。每当看到孩子们在我
的讲解下豁然开朗，那原本紧皱的眉头
渐渐舒展开来，我心中便涌起满满的欣
慰，仿佛又重拾了往昔在工作岗位上教
书育人的成就感。

国学诵读，犹如一股澄澈的清泉，
润泽着孩子们的心灵。我引领他们诵读
经典诗词。从《论语》蕴含的深邃智慧
到《诗经》的优美华章，从李白的豪放
洒脱到杜甫的忧国忧民，在抑扬顿挫的
诵读声中，孩子们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他们仿若穿越时空，与古
代的文人墨客展开对话，切身感受古人
的智慧与情怀。

在服务社区的课堂里，我收获的远不
止孩子们的进步与成长，更多的是他们给
予我的温暖与感动。记得有一次，在我生
日那天，孩子们悄悄准备了一份小惊喜。
当我踏入教室，他们齐声为我唱起生日
歌，还纷纷送上自己亲手制作的贺卡。那
一刻，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这些平日里

不怎么爱表达的孩子以他们最为纯真的方
式，倾诉着对我的爱与感激。这一简单却
真挚的举动让我深切体会到，自己所付出
的一切是如此意义重大。

我的退休生活因这些孩子而变得五彩
斑斓。在发挥余热的过程中，我寻得了新
的人生方向与意义。每一次的公益服务都
是我与孩子们心灵的深度交融，是我对教
育事业的延续与坚守。我愿如那默默燃烧
的蜡烛，以自己微弱却坚定的光芒照亮这
些孩子前行的道路，为他们的成长添砖加
瓦，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下茁壮成长，绽放
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我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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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朋友变少是导致老年人孤
独的重要原因。只要增加其社会交往，就
能帮助他们重拾快乐。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张侃
表示，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社会经验
丰富，在社交决策上更理智，会倾向于
把有限的时间和物质资源投入更能满足
深层情感需要的关系里，同时放弃那些
相对不重要的。这就导致老年人朋友数
量少但质量高。此外，老年人与朋友交
往时，更偏向情感调节和精神互动，而
不再像年轻人，热衷于讨论经济危机等
社会问题。老年人感到孤独，尤其是遇

到困难、压力时，其部分情感支持不能
由家人提供，只能通过与最亲密的朋友
沟通来获得。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社交圈虽然有逐渐变小的趋
势，但只要有稳定的密友，就不会损害
他们晚年的幸福。

张侃强调，关系质量不能完全用交往
时间长短来衡量。以下几类朋友可能对增
强老年人幸福感有更大帮助：

知根知底。老朋友相识已久，有深厚
的感情基础，双方对事物、人际关系等方
面的认识比较相近，共同话题多，往往不
需要过多的言语就能相互理解。

懂得倾听。这样的朋友愿意倾听老年
人的经历和感受，理解他们的需求，可以
带来情感支持，减轻老年人的孤独感。

情趣相投。泛泛之交会让沟通流于表
面，但当老年人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往，
就能打开话匣子，探讨共同的兴趣爱好，
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社交满意度和生活质
量。

忘年交。年轻人充满活力、思维敏
捷、善于接受新事物。与年轻人交往，能
激发老年人的好奇心和童心，有助于保持
愉快心情，消除孤独、寂寞、烦躁等不良
情绪。与年轻人交往也可促使老年人学习

新知识，跟上时代步伐，延缓身体尤其是
心理上的衰老。

想结交合适的朋友，老人可以多参加
社交活动，如加入兴趣小组，积极参与社
区组织的合唱、广场舞等，拓展社交圈。
此外，各城市推出的老年大学也是很好的
社交场所。

张侃提醒：老年人结交新朋友时一定
要谨慎。陌生人很难在短时间内真正了解
彼此。因此，老年人交友，特别是在与异
性朋友交往时，关系不要发展过快，以免
受骗。

据《生命时报》

增强老年人幸福感 交友更重交心

【案例】

我奶奶留下的遗嘱上疑似有内容
被篡改，但保管遗嘱的姑姑矢口否
认。请问律师：如果遗嘱经鉴定确认
遭到篡改，是否这份遗嘱就无效了？

【律师解答】

我国民法典规定：遗嘱被篡改
的，篡改的内容无效。该法同时规
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
继承权，其中包括“伪造、篡改、隐
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

因此，如果经鉴定和调查确认遗
嘱被篡改，篡改部分的内容无效。如
果情节严重，可以起诉要求确认篡改
人丧失继承权。

据《上海法治报》

■刘文鹏
记忆里的父亲总带着山的轮廓。他站

在田埂上时，背影被夕阳镀成古铜色，宽
肩山脊般撑起晨雾与暮色；他蹲在灶炉前
添柴，火光跳跃在皱纹里，那沉默的侧
脸又像被岁月打磨过的岩石，虽粗粝却藏
着恒温的暖。

小时候总觉得父亲的手掌是块磁石。
我的小手被他握着走过田垄，掌心的老茧
蹭过我的手背，像山路上的碎石子，却让
我在泥泞里走得稳当。有次我摔破膝盖
大哭，他没弯腰抱我，只递来片干净的梧

桐叶，说：“山脚下的树苗，得自己扛住
风雨。”后来我才懂，他不是冷漠，而是
把“疼”藏在脊梁里——就像山，把泉水
藏在岩层深处，只在你口干时，让“叮
咚”声引你找到源头。

他的话少，却比任何说教都重。那
年我贪玩弄丢了学费，躲在谷堆后发
抖，以为会迎来雷霆般的责骂。可他找
到我时，只坐在田埂上抽了袋烟，烟圈
飘进暮色里，才哑着嗓子说：“人活
着，得跟山一样，知道自己该顶什
么。”后来我把攒了半月的野枣卖了凑

学费，他接过钱时，指腹在我掌心轻轻
摩挲，那触感像山风拂过，带着粗糙的
温柔。

如今我在城市的高楼间穿梭，父亲
的身影却越来越清晰。他是我电话里永
远说“都好”的那端，是老家院子里那
棵他亲手栽的柿子树，也是每次回头
时，想象中那座永远矗立的山。山不会
说话，但它知道每朵云的来路、记得每
颗种子的归处——就像父亲，把所有牵
挂都长成了沉默的守护，让我在漂泊的
路上，一想到他，就有了背风的岸。

记忆中的父亲
被篡改的遗嘱是否还有效力

张飞燕教老人使用按摩工具。

法律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