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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后父亲：常来看我，不要嫌弃我老了

72岁的刘大爷背着小包在资江南路散步。他
以前在运输公司上班，2001年退休。四个孩子都已
成家，现在和小女儿住在一起。

回忆过去，他说：“那个时候只想着怎么给孩子吃
饱饭、多读书，以后有出息就不用受苦了。记得1959
年、1960年最苦的时候，家人每天都吃不饱。现在他
们也算争气，虽然没有挣大钱，但是生活得很好。”

问及想要什么样的父亲节礼物，他脱口而出：
“别的都不需要，只希望他们常来看我，不要嫌我一
把年纪麻烦他们就好啦！”

50后父亲：带孙子常回家看看就好

63岁的龚老师推着一辆老式自行车走在邵水
西路上，上衣口袋里放着一副老花镜。提到儿子，他
满脸骄傲：“他在上海一家外企上班，有房有车还有
上海户口，但是工作太忙了，只有过年才会回来。”

龚老师说，他是一位单亲爸爸，可能是因为没有
母亲在身边，孩子比较内向，在家很少和他说话。“我
虽然是老师，却不会和自己的孩子打交道。可能在
他的心里，我一直是一个十分严厉的父亲吧。”

对于父亲节礼物，他表示从来没有过过父亲
节。“我现在一个人住，希望儿子带着孙子常常回家
看看就好了。”

60后父亲：我老了，和我谈谈心吧

“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做父亲挺失败的。”刘先
生是一名退休公务员，觉得自己和24岁的儿子之间
一直有一条鸿沟。“两人说话常常吵架，有时候在家
两三天，两个人都不会说超过5句话。”

两个人为这样的父子关系头痛，但就是没有办
法好好相处。提到父亲节，他眼里来了神采。“去年
父亲节，儿子给我送了一瓶好酒，我很开心，在朋友
面前嘚瑟了好几天。”他说，这么多年来，其实他也知
道孩子很懂事，但由于思想观念相差太远，所以总是
没有两句话就开始吵。

“我知道自己脾气倔，还有些自以为是，但我都
是为他好呀！”“他小时候总是跟着我去玩，现在都没
什么话说啦。”深感苦恼的他对于父亲节礼物的愿望
是，“这么多年，我也老了，希望他好好和我谈谈心。”

70后父亲：当然是孩子考上好大学

陈先生在市二中门口等待女儿，手里提着女儿

最喜欢吃的蛋糕。下课铃一响，他的神情变得焦急
起来，眼睛四处寻找他熟悉的身影。远处一声“爸
爸”，让他安心起来，他连忙挥手示意让女儿过来。

陈先生说，以前女儿一点都不懂事，总是很晚回
家，后来不知道怎么变得听话起来。说完，他看向女儿
等待答案。女儿在一旁笑着说：“爸爸每天工作很辛
苦，那一次我也是很晚才回家，爸爸看到我回来了就去
厨房给我做饭。我在客厅听到爸爸炒菜的声音突然一
下子就明白了。”说到这里，她眼睛红了，又提到一个例
子。“有一次在家吃饭，我说鸡爪很好吃，爸爸就连续给
我做了一个月的鸡爪。那时，我才知道父爱无言。”

问及父亲节礼物，女儿调皮地说：“这是个秘
密。”而陈先生则表示，他最想要的礼物，“当然是她
能考上好大学，过得开心”。

80后父亲：一份好的成绩单吧

1982 年出生的高先生和他读小学二年级的小
女儿在向阳小学门口做游戏。女儿剪着标准的学生
头，围着高先生转个不停，高先生看着女儿掩饰不住
笑容。

高先生称，现在学校里对父亲节还是挺重视的，
老师们会提醒。“上次学校就要他们画了简笔画回家
送给爸爸，告诉他们要去表达自己对父母的感情。”

高先生认为，现在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
重视，很多孩子都去上补习班，学习压力很大。“我希
望孩子平安快乐地长大，当然也会抓她的学习，为的
是她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他说，孩子们向他表达感情，他很开心。而他最
想要的父亲节礼物是一份好的成绩单，“父母都是望
子成龙，望女成凤的。”

90后父亲：更关注如何做好一位父亲

90后的父亲张先生，孩子才2岁，抱在怀里眼睛
圆溜溜地看着他。虽然孩子还小不懂事，但他自己
对父亲节却很有感触。

“以前很多时候，我都更关注自己的朋友、妻子，
忽略了默默支持我的家人。现在自己做父亲了，才
知道以前父亲对我的爱。”他认为，在父亲节这天，大
家不应该只关注父亲或是儿女给自己的感动，更要
想如何做好一位父亲。“父亲节应该是父亲和孩子一
起思考，如何让亲子关系变得更好。”

相比其他年龄段的父亲，他认为，90后父亲应
该更会表达自己的爱，更容易去理解孩子。“因为现
在社会的开放性，我们的思想也随之开化。而且，经
济条件的变好让我们更加关注情感生活，不用再为
柴米油盐担心，更重视心灵世界。”

记 者 袁光宇

实习生 王 谭 李亭亭

虚弱的少女

6月18日上午，一位身体
虚弱的少女，孤独地躺在双清
区江湖社区大地街 9 号一间
出租屋里，用一张纸在艰难地
织着什么。

“今天是父亲节，我想给远
在海南打工的父亲织一只千纸
鹤。祝他平安，祝他不要因为
我而太苦太累。”沐浴着连日阴
雨后难得的阳光，少女说。

因为担心感染，少女的房
间被布置成简易的防菌隔离
间。“我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
出去走走，哪怕只是拄着拐杖，
在街头随意挪几步都好。”少女
的心愿，简单得让人心碎。

少女为何如此孤独？她
的亲人呢？她的同伴呢？

无奈的家人

这名花季少女名叫吴珍
珍。她生病那天开始，以母亲
为代表的亲人一直马不停蹄地
奔波在给她筹款治病的路上。

2012年4月5日，家住邵
阳县长乐乡长阳村的肖陪凤，
发现放学回家的女儿吴珍珍脸
色不好，嘴唇泛白，遂带她去各
大医院检查，结果被确诊患有
再生障碍性贫血症，随时都有
生命危险。在医生的建议下，
吴珍珍采用药物治疗的方法维
持生命，并坚持读完了初中。

2014年9月，由于持续服
用药物，吴珍珍体内产生抗
体，药物已经不能控制病情，
刚打算去念高中的吴珍珍只
好辍学在家。坚强的珍珍并
没有被病魔打倒，只要病情稍
微稳定，她就会到附近的打印
店里去做打字员赚点薪酬贴
补家用。在那里，珍珍第一次
接触到了网页设计并产生了
浓厚兴趣。在此后的两年里，
她学会了在网上制作名片和
传单。今年4月，热爱学习的
吴珍珍顺利通过了邵阳职业
技术学院的自主招生考试，但

每期万余元的学费和生活费
让她望而却步。

“多年来，我家都是靠种
地和打零工生活。珍珍生病
至今，已用去16万元医药费，
绝大多数是借的。目前，她每
月至少要服用2000多元的药
物，还要随时支付病情恶化的
治疗费用。为了救她，她爸爸
从广州跑到海南去打工了，目
的就是每月可以多赚800元；
她刚刚退伍的哥哥，为了她也
只好到建筑工地上去做苦
力。”肖培凤说。为了四处借
钱给女儿治病，五年来，她磨
穿了十多双鞋子。

“妹妹从小乖巧懂事，我
就是拼了命，也要把她从死亡
线上拉回来。”退伍不到半年
的哥哥，双手已经结满老茧。

希望的曙光

今年年初，一名邵阳县老
乡偶然告诉肖培凤，河北燕达
陆道培医院可以治疗吴珍珍
的病。于是，一家人立刻北上
求医。医生经详细检查后认
为吴珍珍体质良好，如果进行
干细胞移植手术，完全有康复
的可能。这一消息，无疑让这
个受尽病魔折磨的家庭看到
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最近，我通过众筹平台
筹集了4万元，又东借西凑了
20 万元。现在，离珍珍的治
疗费还差 36 万元。”肖培凤
说，“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只有
拜托社会，拜托好心人伸出援
助之手，救救我女儿。”

双清区江湖社区一间出租屋里，少女吴珍

珍的心愿简单得让人心碎——

拄着拐杖在街头

挪几步都好挪几步都好

6 月 14 日上
午，大祥区翠园街
道开展“欢乐潇湘”
文艺汇演活动。
图为舞蹈《溜溜的
康定溜溜的情》，让
观众感受到了浓
浓的藏族风情。

记 者 艾哲
通讯员 王芳

摄影报道

父亲节，许多年轻人挑选了送给父亲的礼物。父

爱无言，父亲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你真的知道吗？

记 者 贺旭艳

实习生 陈雪冰

病中憔悴的吴珍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