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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老有所为

和老兰相识近十年了。
2012年春天，我开始在杏花岭体育场晨练，老兰

进入我的视野。当时老兰年纪还不算很大，在那春
暖花开，将入夏季之时，他却戴着厚帽子、口罩，一条
蓝花格围巾把头脸裹得严严实实，走起路来步履蹒
跚，在体育场是个另类，明显的“病秧子”。他每天 7
点多来，和老伴下了体育场后就站在练太极拳队伍
的后面，跟着“比画”。

过了段时间，他拿一根短棍，跟我学鞭杆。他说
小时候练过，多年不练忘了，跟我重拾旧好，锻炼身
体。他说练太极效果不明显，练鞭杆试试。他叫兰
春保，长我一岁，那年 57岁，原来是自来水公司的一
位中医大夫，身体健康出了状况，怎么也调理不好，
就提前退了下来。在家里无聊时就和邻居们打打麻
将，每天家里烟雾缭绕，空气混浊，时间长了腰酸背
困，身体每况愈下。他曾经悲观地想，儿子结了婚就
了无牵挂了，就是这身体不要长时间拖累家人就好，
能活几天算几天吧。后来在老伴劝说下，出来锻炼
锻炼，看能不能改善身体状况。

老兰跟我练鞭杆也没坚持几天，说跟你练得快，
气息不够用，练得慢，觉得身体没什么长进，不如走
步试试。就这样，他在老伴陪伴督促下，每天坚持在
杏花岭体育场绕场走步。开始时双腿无力，走得慢，

坚持走两圈，累了休息一会儿再走，慢慢感觉腿部有
了些力量就加半圈，加一圈……走完步再活动活动
腰腿。几年过去了，老兰每天坚持走五六圈，步伐也
快了，冬天过去了，就渐渐去掉了围巾、帽子、口罩，
和人们交流也多了。

有精神了，老兰想法也来了，他年轻时喜欢唱
歌，下午就参加迎泽公园老年合唱团的活动。买上
歌本，带上水杯，早上体育场走步，下午公园唱歌。
开始时，气息不够用，在老师的指导下，坚持开嗓锻
炼，肺活量也大了。老兰还有个吐痰的坏毛病，开始
唱歌时不敢往前站，而是靠后挨个垃圾桶，有了问题
好处理。几年下来，老兰的吐痰毛病也没了，也敢站
在中间，站在前面，跟着指挥一展歌喉了。

老兰现在是越活越有心劲，不仅身体状况好，还
注重仪容打扮了。衣服勤洗勤换，时间长了还买件
新的，说老了容易邋遢，就要精干点，不能“影响市
容”。隔三差五还要和老友、歌友们小酌一下，聊聊
天，叙叙旧，心情愉悦。

老兰的健康和精神状况与 10年前判若两人，老
友讨要秘方时，他高兴地说，早晨走步练外功，下午
唱歌练内功，内外兼修去百病，心情愉快是药引。老
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锻炼方法，并持之以恒，也收获
了自己的果实，那就是，健康快乐幸福的晚年生活。

“这位是 93岁的徐老，徐老 15岁入党，光荣
在党 78年。前一段时间，徐老不小心摔倒，胳膊
骨折了，但他坚持参加建党 100周年纪念活动，坚
持写作。”我给大家介绍九九文学社老社长徐忠
诚。

“没事，没事，再有几天就好了！”徐老身体很
硬朗，今天老人家带着伤、架着胳膊来参加文学
沙龙。

“你好！你好！”话音未落，老人们的手早已
握在一起。

“这位是太原服装城最早的个体户、培养出
‘创二代’全国优秀个体户的老一辈个体工商户
梁子生先生。”

“知道，知道，老梁是最早的个体户，他带头
响应社会力量扶贫的号召，动员儿子、女儿经常
为贫困村捐款、捐物，带头开展消费扶贫。我们
都知道，他的名字早就知道了！”

这一天，梁子生先生应邀参加我们九九文学
社文学沙龙活动。

这次文学沙龙讨论的话题是孙爱晶老师的
作品《夏游金桥公园》。十几位老人聚在一起，从
尖草坪区的金桥公园说到当年海子边的儿童公
园，从太原迎泽公园说到晋阳湖公园，从双塔寺
烈士陵园说到刚刚开放的双塔公园，从汾河景区
说到滨河自行车专用道……大家畅所欲言，每个
人都围绕《夏游金桥公园》，说出对文章的看法，
对太原环境变化的感受。在座的都是老太原人，
他们见证和感受了太原的发展。

活动过程中，赵玉兰老师拿出刚发表的作品
请文友共享，张素莲老师拿出新作请大家“拍
砖”，安淑媛老师拿出网络词汇请大家分析，这里
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虽说平均年龄在 72岁，但
感觉依然是“从前那个少年”的文友们其乐融融，
获得感、充实感“爆棚”。

九九文学社顾问刘新春老师利用讨论间歇
时间，给大家作了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理论辅导，
随后，太原诗词学会孙爱晶老师普及了诗词韵律
知识。

这是一次普通的文学沙龙活动。这些充满
正能量、有共同爱好和执着追求的老年人，相携
相助，充实而幸福地走在文化养老的道路上。

今天上午外出下到一楼的时候，忽然发现楼梯
口贴着一张“寻人启事”，我猛然一惊，哪家的什么人
走丢了呀？再细看内容，不觉得笑了。

原来，这“寻人启事”是我们单元五楼的张老师
贴的。他在“启事”中寻找扶起他母亲的好心人，想
要当面表达自己的谢意。

“启事”中说，今天早上，他 82岁的母亲在下楼
的时候，忽然觉得头晕，便放下随身携带的小凳子，坐
在楼层拐角处休息。不知道我们单元的哪个人看见
了，将她扶了起来，并搀到楼下的小花园里，待看到老
人没事之后才离开。老太太很感激这个叫不上名字
的好心人，就告诉儿子，一定要找到人，并当面感谢人
家。她儿子知道后，笔直地站在楼梯入口处，见人进
来就询问，半天无果，才贴了这张“寻人启事”。

了解到事情原委后，我顿时觉得心里暖暖的。

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邻居合得好，如同捡个
宝”，此话真的一点儿不假。

其实刚搬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和以前住的
地方不一样。虽然没有物业专门管理，可这里的楼
道却特别干净，每一级台阶上都没有杂物，就连楼梯
扶手都一尘不染。我曾看到过打扫卫生的热心人：
他们有时是我住在六楼的同学，有时是五楼来帮儿
子带孩子的阿姨，有时是已经退休赋闲在家的前任
部门领导。他们从来都不是仅“自扫门前雪”，而是
从顶楼一直扫到一楼，把整个楼道当作自己的家一
样爱惜。更让人惊奇的是，打扫楼道卫生没经任何
人安排，也从未见过值日表，人们全是自发的、主动
的。

我想到这些细节，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油然
而生。

一是对对方再婚的动机早知道。
老年人再婚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安

慰、生活上的伴侣，互相扶持、安度晚年。如果单纯
从解决经济、住房、家务劳动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而再
婚，这种婚姻缺乏志同道合的感情基础，潜藏着破裂
的危险，一旦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满足对方要求时，
往往会走向不幸。

二是对对方的经历早知道。
老年人的经历可能有艰辛的坎坷，也有美好的

记忆，可能有悔恨的憾事，也有荣耀的时刻。婚前在
一起聊聊天、互诉衷肠，能增进彼此间的了解。特别
应该知道对方内心的创伤和忌讳，在日常生活中注
意给予深情的抚慰。切记在婚后的磕磕碰碰时，无
论气氛怎样激烈、情绪怎样冲动，也不得撞击对方内
心的伤疤，也不得提及对方最忌讳的事情，以免火上
浇油、招之不幸。

三是对对方的情感早知道。
在什么情况下，对方容易产生喜欢、愤怒、悲伤、

恐惧、爱慕、厌恶等心理反应，竭力做到投其所好、避
其所恶。对于对方的情感，在不涉及重大原则性的
问题上，尽量随和，至少应该尊重。尤其应该尊重对
方对原配偶的情感，如果愿意讲给你听，你就得理解
对方。同时，允许对方对于他们过去共同生活中有
纪念意义的物品、事件、日期和习惯，给予真诚的尊
重。对方如进行纪念活动，最好主动和对方一起参
加。这种超乎寻常的理解和体谅，能够引起对方的
感动和欣慰，不仅不会削弱同自己的情感，反而会使

对方认为心胸开阔，豁达大度、增进情谊，深化夫妻
间的情感。

四是对对方的嗜好早知道。
老年人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嗜好，往往比较顽

固。如果与己大相径庭，就会感到别扭，甚至影响感
情。婚前应尽可能地了解对方的嗜好，能容忍的，就
让步容忍。不能容忍的，千万不要寄希望于婚后对
方能够改变。即使能够改变，反而会导致生病、抑郁
和烦闷。因此，婚前如果发现双方嗜好对立，又都不
愿改变，就必须慎重考虑。

五是对对方的子女早知道。
对方子女对老人再婚的态度、生活习惯、与老人

和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怎样等，这些都与婚后如何
相处相待紧密相关。如有可能，婚前最好和对方的
子女们见见面，谈谈话，加深了解，以便统一认识和
决定婚后的家庭结构，是与一方子女生活，还是独立
生活，双方子女的赡养义务怎样履行，对第三代抚养
怎样协调。对这些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都应有思
想准备和精心处理。

六是对对方的经济状况早知道。
家庭，离不开经济。老年人与亲生子女相处几

十年，在经济上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老年人在择偶
时，不仅要了解对方的收入，而且还要了解对方子女
的收入和家庭经济的安排。然后根据自己的经济实
力和需求，作全面的分析考量。对于这一点，千万不
能简单化，因为这是新建和谐美满家庭的重要基础。

楼道里的“寻人启事” 郑贵华

梁建军老兰的健康快乐生活

老年人再婚六个“早知道”
黄 杰

老年人要获得再婚的成功，关键的第一步是择偶
时要慎重，因为老年人曾建立过家庭，和原配偶的亲
友、亲生子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老年人的思想、性格
和生活习惯又是多年形成的，难以改变。再婚的目的
也与年轻人初婚大不相同，因此，老年人再婚前对对方
应该多方面“早知道”——

米 玲

畅所欲言
相携相助

凡人剪影

我是个乒乓球迷，退休之后，每天都要打上一
个多小时的乒乓球。然而，在进入 80 岁高龄以
后，老伴与子女们给我下了死命令，再也不允许
我去老年活动中心的乒乓球台边大显身手了，其
理由是害怕我不慎跌倒，造成严重的后果。我被
动地远离了球台，真的是心有不甘。

前些日子，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这样的镜头：一
个人站在乒乓球台的一侧，奋力挥臂辗转腾挪地
抽打小球，而另一侧却无人对垒，但见小球一个
接一个地从那边的一个“机关”里扑面飞来，落在
这边球台不同的位置，令那人忙于应付，直至汗
流浃背，应接不暇。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也有一
个这样的乒乓球台该多好啊，放在我家客厅里就
能重操旧业，继续我的多年爱好了。

当然，因为是在家里使用，所以不需要标准规
格那么大，不需要那么高，只要按比例将其缩小
一些，能够坐着打，则更为适宜老年群体了。再
依靠高科技手段使用新材料，制成折叠式，使其
达到既轻便结实又不占地方的效果，权且算作一
种老年玩具吧。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促使老年
玩具的开发提上了日程，成为热门产业，这样的
产品如果能批量生产并上市的话，我想，一定会
受到老年朋友的欢迎，我就会首先抢购一个，在
家里“乒乒乓乓”地打起来，既能达到锻炼身体的
目的，还有安全保证，真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啊。

企盼有个玩具乒乓球台

常 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