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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离过年只有十几天时间，买什么
样的年货孝敬老人依然是让很多人发愁的
问题。买吃的、穿的，不见得合老人口味；
买特产礼盒，嫌没新意；买高科技的，又怕
在家里闲置落灰。不少人感慨：现在购物
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给老人买啥年货是
越来越费劲了。

糕点落选年货清单

小张大学毕业已经第五个年头了。小
时候，父母带他去爷爷奶奶家，总要带上一些
糕点。参加工作后，他总是也带上一些糕点
回去孝敬爷爷奶奶。几年来，好看又好拿的
点心成了他的年货标配。可在今年，他的标
配得换换花样了。

原来，前几天在给家里打电话时，父亲告
诉小张，今年别再买糕点了。“买了也没人吃，
只能看着放坏了。”小张这才知道，其实爷爷
奶奶并不爱吃糕点。尤其是老人上了岁数以
后，吃甜食更得控制。

小张说，往年都是年货比他先到家，但今
年，他到现在连买什么都没有想好。他向同
事求助，同事建议他给老人包个大红包，这样
老人开心，也会觉得他懂事。小张却觉得，这
样做不仅老套，而且不会给老人的生活带来
什么改观。“你给老人钱，他们是高兴，但是他
们其实不需要，也舍不得花，还不如直接送吃
的、用的实在。”

思来想去，小张决定先在网上下单一个
海鲜礼盒。“毕竟年夜饭还是越丰盛越好。”他
说，接下来他打算给爷爷奶奶买些进口的食
品和保健品，虽然谈不上多么有创意，但是对
老人来说却足够新鲜。

智能电器成老人新宠

和小张不知道该给老人买什么比起来，
刚参加工作的小孙则显得不慌不忙。她早就
打定了主意，要给外公买一部智能手机。她
说，外公一直都用老年手机，没法聊微信，更
没有朋友圈。去年在吃年夜饭时，家里的其
他成员几乎都在低头看手机，老人为此还发
了脾气。今年，小孙决定买一部智能手机，哄
老人开心。

“我要教外公用微信，然后全家人一起抢
红包。”想到过年时一家人其乐融融欢聚一堂
的场景，小孙更加觉得自己的计划天衣无
缝。用她的话说，一部智能手机就解决了饭
桌上的尴尬。

但是，并不是所有老人都恰好需要一部
智能手机。在为老人选购年货的过程中，越
来越多的人发现，他们对老人的需求都是“想
当然”的。为了能够让老人称心如意，又能让

自己买的东西不至于被遗忘在角落里，不少
人只好上网发帖求助。

记者发现，在网友的跟帖中，空气净化
器、无线吸尘器、洗衣机等电器成了比较主流
的选项。不过，网友们还会好心提醒一句：要
买功能简单，好操作的，最好不要说真实价
格。还有人表示，如果不是老人主动提出来
的，最好还是谨慎购买。

老人也在悄然改变

似乎考虑到了人们为老人送年货不知
从何下手的焦虑，一些电商也不失时机地推
出了他们自己的建议。在京东“年货节”的页
面上，系统根据受礼对象的不同推荐了相应
的“走心礼物”。其中，在“送父母长辈”类别
中，虽然体脂秤、血压计、颈椎治疗仪等依然
被摆在比较明显的位置，但同时也“意外”地
出现了便携音箱、数码相机、无线路由器等时
尚的电子产品。显然，老人正在发生改变。

在营养健康类的消费上，老年人从来
都是主力军。在肠胃养护、改善睡眠和明
目益智等营养品上，老年人购买踊跃。

京东数据研究院院长刘晖表示，通过对比
过去三年的数据，京东医药保健类的商品在过
去三年的销售额复合增长超过610%，可见越
来越多的人将健康作为年货的首选。此外，家
纺、美妆个护、家居日用、生鲜等品类增长也较
为突出，他们据此分析，年货节的购买习惯已
经从吃喝的需求向生活方式的需求转变。

孝心的另一面是用心

在大数据时代，老人的消费习惯得以用
数字直观表达出来。但如果仅仅“按图索

骥”，恐怕得到的也不是老人需求的正确答
案。一些看起来老人比较需要的东西，老人
可能兴趣不大。一些看上去比较稀松平常的
东西，老人反倒需要。

比如，按摩洗脚盆一直被认为是为老人
“量身打造”的礼物。但实际上，有天天泡脚
习惯的老人并不多，大多数老人偶尔体验一
下觉得挺好，但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往往也就
被放一边搁置起来了。

像酸奶机、煮蛋器、面包机之类的小家
电，因为老人的生活习惯已经固化，也容
易沦为老人家中的“鸡肋”。在“什么值得
买”网站上，网友“Mr_瓜”的年货攻略帖得
到了不少网友的赞同。他写道，就算是时
下比较火的破壁料理机，也只能吸引老人
一时的兴趣。对于老人来说，因为缺乏学
习的渠道，再好的料理机到了老人手中也
无法做出新花样，兴趣自然会大减。

同样的道理，像乳胶枕头、乳胶床垫等物
品，虽然可以帮助老人提升生活品质，但如果
老人习惯了睡荞麦皮枕头、硬板床，就不宜随
意更换。

在“Mr_瓜”的帖子中，主要推荐了电视
机、小夜灯、大容量热水器等常见的家用电
器。这些推荐都是站在老人的角度总结出
来的，虽然不新颖，却很实用。他说，其实
老人最想要的是陪伴。所以他给自己的外
公、外婆买了一台电视机，给老人做个

“伴”。老人起夜频繁，摸黑起床容易摔倒，
小夜灯很实用。

其实，为老人选购年货并没什么诀窍，只
要用心考虑了，效果就不会差。

（王琪鹏）

过年了过年了，，你给父母买些啥你给父母买些啥

隆回县荷田乡长鄄村71岁退休教师马轶麟发挥
音乐特长，利用竹子、竹筒、钢丝等材料，制作了独弦
琴、竹棒拍、竹架子鼓等15种乐器，并带领村民农闲
时节演奏乐曲，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罗理力 摄

老有所乐

近日，笔者在街上闲逛时，看见一位头发
花白的老大爷，身穿运动服，头戴红帽子，脚
穿运动鞋，在市中心的广场里一边锻炼身体，
一边唱着歌。据一位大妈相告，这位老大爷
今年84岁，几乎每天要到这里锻炼身体、唱
歌，不但人很开朗，而且身体也很棒，许多人
都称其为“潮老头”。笔者听了，不禁在想：人
到老年，何不像这位老大爷那样学会做一名

“潮老人”呢？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一些老年人退休之
后，觉得自己是一名老年人了，把自己“封闭”
起来，不是少出门，就是不交友，原先的爱好也
慢慢地“扔掉了”，开始过起了“一人世界”的生
活。于是，有的老人整天把自己“宅”在家里，
不是看电视，就是躺床铺，时间一久，精气神也
没了，人也变得憔悴，性格也变得孤僻，人也老
得快。难怪有的老年人退休一段时间后，就与
退休前“判若两人”。

其实，老年人也应适应社会的变化，顺应时
代的潮流。现在的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社会，老年
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参加一些文体活动，
比如：参加老年大学，学些棋类、书画、体育等方面
的知识，这不但增长见识，而且也能结识一些朋
友，丰富老年业余生活，陶冶情操。

笔者认为，老年人应学会做一名“潮老
人”。一方面要把自己融入进社会这个大潮
中，学会交友，学会娱乐，学会消除寂寞和孤
独，从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的“心”也
像年轻人那样年轻、青春，有活力。另一方面
要学会追求时尚化、新潮化，不妨多些“老来
俏”、“老来俊”，让自己始终保持时尚、新潮的
状态。如此，晚年的生活才会丰富多彩，才能
真正做到安享晚年。

学 会 做 一 名“潮老人”
叶金福

应同学梅子的邀请去她家聚
会，午餐后，梅子的先生打开了音响
设备，梅子深情款款地献歌一曲：

“天边有一对双星，那是我梦中的眼
睛；山中有一片晨雾，那是你昨夜的
柔情。我要登上，登上山顶，去寻觅
雾中的身影——”一曲终了，惊艳全
场。同学们纷纷点赞：唱得真好，天
籁之音！该去星光大道争霸……面
对大伙的赞扬调侃，梅子难为情了，
将扩音器递给旁人。然后大伙“老
夫聊发少年狂”，会唱的不会唱的瞎
一番乱吼，直到都唱累了方才罢休。

闲聊中我对梅子说，知道你嗓
子好，声音好听，但当年在学校没
听你唱过，没想到竟唱得这么好！
你的文艺才能怎么直到老了才被
发掘出来？有人问，你这一招一式
算得上训练有素，怎么练成的？梅
子说，老了，不就聚在一起唱唱，打
发时间。

梅子和先生的一双儿女都在省
城立业成家，而老俩口则留在老住
地。儿女半月才能回来看看，他们
便成了名符其实的空巢老人。如何
打发那漫长的一天又一天呢？两人便各寻乐趣，先
生爱好打麻将，早出晚归，赢者请吃午饭，饭后继续

“战斗”，倒也乐在其中。
梅子不喜这个，便和左邻右舍的歌友们聚在一

起唱歌。但K歌的场地是个问题，夏天热冬天冷，不
能老在公园活动，到家里吧，年纪都大了，招待和做
卫生费劲。商家总是很精明，下午场KTV便如竹笋
般应运而生，七八十元一间优惠推出，还有各种饮料
茶水配套服务，每天下午一时至五时为唱歌的老人
开放。七八人相约去那里唱一个下午，累了喝点水，
聊聊天，然后带着愉悦的心情回家，夜晚看会电视再
一觉睡到大天亮。梅子说，我们去唱歌，不在乎唱得
好不好，重要的是能够结交朋友，联络感情，天天吼
那么几嗓子什么烦恼都忘到了脑后，心情好，不生
病，不比吃保健品强？

有同学说，天天去 KTV 经济上增加了负担呀。
梅子说，我们是轮流包场，平均每人一天也才支出十
来元，完全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梅子和先生都
是豁达之人，日子过得十分潇洒，花钱玩舍得。我
说，盼望着你们早点来省城定居，也能与子女们互相
照应，与老同学多见面，难道就没想过将老房子卖了
到省城买房吗？梅子说，想过，也去几个地方考察
过，终觉省城房子太过虚高。与其节衣缩食花巨款
背债买房，不如在旧地实惠养老。两个孩子工作之
余还要兼顾自己的家务，我们又何苦跟到那里给他
们添麻烦呢。眼下，国家的养老政策正一步步完善，
我们留在这里，有老朋友老同事，有退休金，自给自
足，医疗方便，何乐而不为。当然，更舍不得我们现
在这个“老有所聚，老有所歌”的温馨环境！

据说，唱歌是最有利于人身心健康的活动之
一，而今歌厅已然成为老年人社交的新天地。梅子
的话引起大伙的深思，在老龄化的当下，老年群体
应该怎么过一直是社会热议的话题，所谓“母爱是
一场得体的退出”，所谓“抱团养老”也大致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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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清区小江湖社区，只要一提起刘冬
英，人们都竖起大拇指，异口同声地说：“刘
冬英好样的！了不起！她是五好家庭的典范，
构建和谐社区的楷模，小江湖社区的一枝绚
丽夺目的鲜花……

刘冬英，66岁，小学文化，一个普通的退
休工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劳动妇女，
却用孝心、爱心和善心诠释了国学的精髓，谱
写出闪光的人生，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赞誉。

刘冬英的公公婆婆瘫痪在床达五年之
久，其子女怕脏怕臭都不愿意照顾父母，而
做为儿媳的刘冬英却不离不弃，全力以赴服
侍公公婆婆。为了让公婆住得舒适，她把二
老接到自己家中，并安排一间最好的房子给
他们住。她买回电热毯、按摩器和收音机，还
买了电动刮胡刀和理发剪，给二老洗脸、擦
身、理发、剪指甲、刮胡子、捶背、按摩是常
事。二位老人在离世之前，紧紧拉着她的手
说：“冬英崽，你一心一意照顾我们，这是我

们的骄傲和自豪，能有这样的好媳妇，是我
们这一辈子修来的福气，我们真舍不得离开
你。”刘冬英用行动谱写出一首尊老、养老和
爱老的赞歌。

刘冬英先后送走公公婆婆后，本可以轻
松一点，哪知天有不测风云，2009年，丈夫沈
佑祥突发中风，还伴有严重心脏病及糖尿
病，经过抢救治疗，虽脱离了危险，但完全失
去自理能力，长期瘫痪在床。她不离不弃，关
爱呵护有加，除了料理日常生活之余，还天
天为丈夫讲故事，说笑话。为了补充丈夫的
营养，她又在家养鸡、兔，每日她把补品一勺
勺喂进丈夫口里，从未粗语埋怨……八年如

一日，在刘冬英身上我们体会到了“生死相
恋、同舟共济”的真正含义。

因为工厂改制，刘冬英的儿子和女儿双
双下岗。她不但没有责怪儿女，而是安慰他
们顽强拼搏，并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支援儿女
创业，全方位为儿女服务，从她身上我们看
到了母爱的伟大。

刘冬英除了爱自己的亲人外，对邻里居
民更是亲如一家，能帮忙的总是不遗余力，
忧邻里之所忧，喜邻里之所喜。

刘冬英是一个平凡的人，她用孝心、爱
心和善心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谱写出不平
凡的人生。

小江湖社区的一枝花
周乐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