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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邻里驿站设在后王南街
粮食局宿舍大院，这里有 300多户居
民，其中老年人居多，80岁左右的 50
余人，90 岁以上的 10 多人。这些老
人由于年岁大，身体弱，耳背眼花，信
息相对闭塞，基本不太会用智能手
机。

邻里驿站开办后，老人们被吸引
过来，每天在老干部刘世禄、张立占
的带领下，聊天、唱歌、学习保健知
识，我也会适时教大家手指操，在动
脑动手动口上强化训练，通过这些脑
手口并用，相互协调，不仅起到了积
极的防护保健作用，还有效地激发了
大家锻炼身体的意识。

现在，每天下午，老人们都主动

来驿站学手指操：“小皮球，任我踢，
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
八二九三十一……”随着这样的口
诀，配合手的比画，大家玩耍的乐趣
在增加，兴趣也渐渐提高，老人们脸
上的笑容多了，出门的次数也越来越
多。活动室明显地热闹起来。近期
我们又玩起了算数接龙游戏——遇 7
不能说，7的倍数也不能说，老人们没
几下就说错，错了就罚唱歌，大家开
心地玩，90岁的高燕玲唱起《我的祖
国》不停歇，非连唱三段才过瘾，逗得
大家笑到肚子疼。

在驿站，我们总是能发现一些美
好的值得称赞的人和事。95 岁的祁
利新老人总是爱穿布鞋且一尘不染，

朴素大方干净得体，好评一片。老
赵今天又加一件坎肩，像个老知识
分子，别有风度。75岁的朱春兰，不
顾腰腿疼痛，拄着拐杖来活动室，依
然化淡妆，戴发卡，头发梳得溜光顺
滑，俨然一个爱美时髦的老太太。
随着越来越多的接触，相互影响中，
每个人的精神面貌都呈现出新的变
化。我渐渐地发现，老人们爱打扮
了，自信心增强了，有的人去烫发
了，有的人买新衣了，备受关注和相
互赞美中大家更爱生活，更加呵护
自己，身心愉悦让老人们似乎更年
轻了！

邻里驿站就这样密切了邻里关
系，它是老人们温暖的家园。

最近，市民王女士发现，她的父母和婆婆都经常在直
播间里听故事，听着听着就开始买东西了。比如，前段时
间，王女士的婆婆在某直播间里受到蛊惑，一口气买了
20箱盐。

不少网友表示很无奈，“我爸在直播间花 99元买的
东西，我在某平台发现只要 9.9元”。“我妈沉迷在直播间
买养生茶、养生糕点、保健鞋、药膏。”“我爷爷在直播间
10块钱买的玉石手串和字画，偏跟我说买到了宝贝，有
鉴定证书，可以传给后代收藏”。

老人爱上直播间购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满足精神需要。一方面，有手机就能看直播，直接且
新鲜，当听到主播生动讲解产品的用法及优点时，就容易
激增购买欲望，无法做到理性消费。另一方面，老人退休
后，与社会接触减少，而通过网络直播，老人与外部世界
的距离缩短，建立起密切联系，尤其是直播间里的主播们
情绪饱满，还可以适时互动，排解了孤独，获得了购物的
快感和社会归属感，让老人不知不觉陷入这种消费诱导。

通常老人偏爱购买清洁日用品和粮油调味品，想图
个便宜，但过度频繁、大量地消费就需要引起重视，需要
多方力量共同努力。

规范直播，保护消费者权益。相关部门、直播平台要
加强直播内容监管，加强涉老产品质量监管，可根据老人
的直播购物偏好、表现形式、直播套路等，加强反诈宣传。

增加陪伴，满足精神需求。老人容易上瘾于直播购
物，与其有迫切的养生保健需求、渴望精神上的满足、信
息辨别能力不够强等有关。年轻人要增加对老人的陪
伴，多了解老人的生活、健康、情绪等方面的需求，及时帮
助他们解决问题和困惑，亲自帮忙挑选或购买相关产品，
减少老人对“线上陪伴”的依赖。

保持理性，提升防诈骗意识。老人在直播间购物不
是坏事，但要注意筛选信息，甄别套路。如果遇到“限时
上架、限量出售”“超低价”“赔钱卖”等话术一定要小心，
对一些装可怜或声称自己是专家的卖货主播也要保持警
惕，最好多与子女商量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周 颖

谨防直播间购物陷阱

张连瑞

记得小时候，爷爷写得一手好
字，并经常为邻里、亲友们用毛笔写
些请柬、碑帖之类，耳濡目染使我对
写毛笔字产生了兴趣。上小学时，
父亲为我准备了黑底白字的柳公权
字帖，学校也有书法课，要求每日一
仿，早晨到校先交书法作业，老师都
很认真地用红笔批改纠正，一看到
老师画了双红圈，就说明字写得规
范，就非常高兴。我写的作业经常
受到老师的表扬。

儿时，我们县里的文化馆有个叫
杨甫明的先生，写得一手颜体书法的
好字，很受大家欢迎。文化馆距我家
很近，我经常找杨老师指导书写作
业，因而使我的书法有了长足的进
步。

长大后，我阅读了有关书法艺
术的专著，认识到书法是中国特有
的文字艺术，是承载着时代、历史、

地域、文化、人文等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的艺术，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
组成部分。

我对书法艺术情有独钟。在从
事美术教学、美术编辑、美术创作
中从未间断过对书法的学习研究与
应用。特别是当我进入中国画的创
作中，更加认识到书法对中国画的
影响，所谓“书画同源”就是这个道
理。

退休后，为了进一步写好书法，
近 8年的时间，我潜心于书法艺术较
系统的学习与研究。我上溯汉魏，
近而晋唐，篆、隶、楷、行、草循序学
起。习字时专心注意其字法、笔法、
墨法、章法的应用，曾拜二王、崇王
铎、膺傅山、兼学黄庭坚、徐渭、米
芾、怀素等书家，多方吸取前贤的优
点，临帖时，心摹手追，察其形而观

其神，师其法而悟其理；取其势、得
其韵，而不是墨守其迹拘泥其形。
整体观赏，尽力达到抑扬顿挫，纵横
开张、浓淡干湿、富有节奏韵律感的
审美艺术效果。同时还认真学习当
代书法名家创作中的实践经验。其
间，不分早晚，无论寒暑，专心致志，
乐此不疲。

在继承传统和创新中，经过一
段长时间的不断实践，我的书法艺
术水准有了大幅提高。我多次参加
了全国性的书画作品展，获得各类
奖项。我的多件书法作品分别被山
东省美术馆、黑龙江省美术馆、山西
省档案馆等多家单位收藏。

艺无止境，书法艺术亦然。我
深感艺术创作犹如长跑，是一种无
休止的竞技劳作。一涉此道，孜孜
以求，虽废寝忘食，清贫一生，却津
津乐道，超然物外，不知老之将至。

“老幼共学”也是
“天伦之乐”

郭元鹏

10 月 23 日是重阳节，一大早，67 岁的张顺珠满
怀期待地走出家门，当天她过节的方式很特别——
去孙女所在的幼儿园“上学”。张顺珠的孙女就读于
鄞州区东莺幼儿园茶苑园，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
化生活，该园开了太极、瑜伽、国画、防诈骗等 4个老
年班，向在园区就读的孩子们的祖辈开放。这是我
市在幼儿园里首次针对老年人开设课程。

（10月 24日《宁波晚报》）

王安芬

温暖的邻里驿站

奶奶、孙女同上一节课，爷爷、孙子一起学画画，外婆、
外孙女共同学太极，外公、外孙联手制作工艺品……这种

“老幼共学”的模式展现的是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场景。
幼儿园开设老年班，是幼教资源的合理利用。将宽松

的幼教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开设老年班无疑是一种有益的
尝试。我国已经进入老龄时代，而社会上开设的老年大学
出现了“一座难求”的现象。将“幼儿教育”与“老年教育”
融合不失为资源的综合利用，这种尝试显然是不错的。

幼儿园开设老年班，不仅有效利用了教育资源，最关
键的是“老幼共学”模式，还有利于打造天伦之乐的美好
氛围。我们会发现，不少照顾孩子的都是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这些群体。他们送了孩子之后，闲着没有事情可做。
于是，一些老人接孩子的时候早早就等在幼儿园的门口，
甚至一些老人干脆送了孩子之后也不回家了，就在幼儿园
门口等着。开设老年班，也就给这些寂寞的老人找了一个
丰富生活的地方。让老人和孩子零距离地接触，孩子们兴
高采烈，老人们也欢喜不已，既利于孩子的成长，也利于老
人的身心健康。

前段时间看过一篇报道，说是一些地方流行“青年人
住进养老院”，老人们表示十分欢迎，因为年轻人进驻养老
院，也让养老院里多了青春的色彩。其实这与“幼儿园开
设老年班”的性质差不多，都营造了天伦之乐的场景。

有专家表示说，“老幼共学”的模式也许会是未来的新
趋势。“老幼共学”是尊老爱幼传统文化的浸润式教育实
践，也是劳动教育模式的一种创新。对老年人来说，“与儿
为伴，与友为伴”丰富了老年生活，促进了身心健康。同
时，这种“老幼共融、其乐融融”的“老幼双托”模式，也是推
进“一老一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探索。

呼声建议

老有所为

▶新闻回放◀

重阳节去看望一位长辈老爷子，他正戴着老花镜在
看报。只见他家茶几上，摆着好几份报刊，阳台上的旧报
旧刊，更是摞成了小山。见状，我随口打趣道：“您还挺爱
学习啊！”老爷子哈哈笑着对我说：“都是孩子们给订的，
难得他们的一片孝心。”

年近九旬的老爷子是位离休干部，多年养成了读书
看报的好习惯。他膝下 5个子女，个个孝顺，孙辈也都成
家立业。老爷子告诉我说，以前过年过节孩子们来，都是
带一些吃的穿的喝的用的，吃不完用不完，倒成了负担。
过八十大寿的时候，他大儿子提议，每个孩子给老人订份
报刊，来看老爷子时不必带很多其他东西。如此，正对了
老爷子的心思，也得到孩子们的一致响应。于是，老人拥
有了 10多份报刊，没事的时候看看报纸，翻翻杂志，既丰
富了精神世界，又打发了无聊的时间。

笔者不禁要为老人子女们的做法点个大大的赞。
如今，绝大多数老人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继而对精

神生活有了更高的需求。文化养老，作为一种能体现传
统文化与当代人文关怀的养老方式，越来越为大家所重
视。现在受电子媒介的冲击，虽说纸媒式微，但对许多老
年人来说，电子产品玩不熟，看时间长了眼睛也受不了，
他们更愿意接受传统的纸质阅读方式。给老人订份报
刊，不仅彰显了作为子女的孝心，还顺应了文化养老的潮
流，满足了老人精神层面的需要，何乐而不为？

身为晚辈，给老人订份报刊，不失为一种孝道。

给老人订份报刊
晓 理

怡情砚苑 孜孜以求

特别关注世相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