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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极为节俭，平时生病了很少去医院。这么
多年里，母亲身体不舒服，一般都是硬扛着，实在难
受就吃点消炎药或止疼片。在她看来，消炎药和止
疼片就是“万能药”，吃下去就好了。

如今母亲年纪大了，依然不把身体当回事，我总
说她没健康意识。我的一位医生朋友说，老年人应
该经常做体检，这样才能及时发现身体存在的问
题。那次母亲身体不舒服，我让她去医院，顺便做个
全面体检。母亲却说：“小毛小病不算啥，扛扛就过
去了。”

我赶紧晓之以理：“人上了年纪身体容易出问
题，身体就如同机器一样，老了就会出些故障，如果
能及时发现问题，就相当于及时检修，对身体有非常
大的好处。妈，你不要总心疼钱，钱和健康比起来不
算什么。身体健康是1，而钱、工作什么的，都是1后
面的0，有健康，后面的一切才有意义。如果没了这
个健康，那么一切都是 0……”母亲专注地听我说。
这些本是最简单的道理，可由我说出来，在母亲听来
会是至理名言。

看得出来，我的话母亲听进去了，可她还是不愿
去医院。她有些为难地说：“去医院做体检得花不少
钱呢，我觉得我身体没事，用得着去吗？”我说：“去！
必须去！体检的钱我出。”母亲说：“你的钱不是钱
吗？你挣钱也不容易。”看来母亲真是个“顽固派”，
我只好骗她说：“妈，你去做体检用我的医疗卡，我们
能报销，不用花钱的。”母亲听我这样说，果然痛快地
答应了。

第二天，我带母亲到医院体检。母亲平时很少
进医院，来到里面总有“找不着北”的感觉。她紧紧
地跟在我身后，像个孩子一样，好像怕自己走丢了。
我安慰她说：“妈，不用紧张。你看，这里很多人都是
来体检的。大家的健康意识都提高了，你以后也要
经常来体检。”母亲点点头。一番体检下来，母亲还
是有些晕头转向。

体检结果都出来了，母亲除了肠胃有点小毛病
之外，一切情况良好。母亲把医生嘱咐地事项记在
本子上，说：“我听你的，以后得有健康意识。我只有
健健康康的，你才能少牵挂我，安安心心的工作。”

母亲的话让我一下感动了。原来，母亲所做的
一切，都是为了儿女。

带母亲体检
马亚伟

6 月 27 日早晨，我正在邵东县昭
阳公园健走时，被一阵浑厚、嘹亮的歌
声吸引，不由自主地来到了贺绿汀音
乐广场，发现是我的老同学唐定妍正
在录音。

唐定妍是我32年前在娄底师范45
班的同学，退休后在邵东老年大学专
修“声乐”。听老同学介绍，她参加的
是“昭阳公园‘春花秋月’歌唱队”，成
立于 2013 年，队员都是六七十岁的老
年人。队长叫王荣华，是原邵东钢铁
厂退休的工人，他是邵东老年大学声
乐一班的班长。

廉桥镇中心学校82岁的退休老师
刘灵志与王荣华搭档排练节目，她扮演

母亲，王荣华扮演儿子，独唱《一壶老
酒》。老人排练了两次，真情投入，声情
并茂，吸引了众多观众欣赏。

还有一位老人，就是今年78岁的李
大希老师。他与一位女队员合唱《美丽
的邵阳》，音调音高把握准确，音色音质
浑厚宽广，富有磁性。

最让我感怀的是欧阳太平大哥，今
年七十的他是一位老帅哥，一把二胡拉
得悠扬动听，韵味无穷。

活到老，学到老。看看这些老年人
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我也要
向他们学习，退休之后到老年大学去

“深造”，培养一技之长。
（罗立志）

老有所乐老有所爱

一会儿说头部血液循环不好，一会儿又
说得疏通全身经络，80多岁的刘先生在家门
口的美容中心被店员反复“忽悠”，短短9个月
竟花费上万元购买所谓的保健服务。家
人得知老刘在美容中心办卡的事情，一致
认为老刘上当了。虽然多次和美容中心
交涉希望对方退钱，但一直没有结果。为
此，老刘将美容中心诉到了法院，要求退还服
务费。记者日前获悉，北京海淀法院近日受
理了此案。 （据7月4日《北京晨报》）

试问，世界上真有所谓效果很好的专
门针对老年人的保健服务吗？对这些不
需要脑筋急转弯就可以想到的常识性的
问题，很多老人往往犯迷糊。是被“员工
极力劝说”之后的智商出了故障？还是有
更为深层次的原因？颇值得人们深思。

据此则新闻报道，美容中心的员工发
放保健宣传材料和免费体验券，把八旬老
人“极力劝说”进去，接着，免费体验了足疗
及头疗。还有极力向他推荐了专门针对

老年人的保健卡，大肆鼓吹效果很好，一
步步把八旬老人忽悠到早已设好的圈套
里——做完按摩后，老刘感觉身体确实轻
松了些，在店员的一再劝说下，老刘花费8
万元购买了一张共计100次的优惠保健
卡。不是老人无能，而是店员太能忽悠。
说到底，店员是通过心理暗示“治好”了八
旬老翁的病。这些手法，新鲜吗？不新
鲜！和臭名远扬的“中华中医医学会风湿
分会委员”“中华中医医学会镇咳副会长”

“北大专家”、“高级营养师”……“神医”刘
洪斌的手法几乎没有两样！稍有一点常
识的人都可以识破。

这些老人之所以会犯常识性的错误，
从表面看，是老人容易上当受骗。俗话
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一些老人就
是缺个心眼，一看到“免费”这两个字，就
以为有便宜可捡争先恐后生怕错过。正
是因为这种贪小便宜的想法，掉进陷阱而
上当受骗，损失钱财，悔之晚矣。

忽悠老人上当该谁来监管
童其君

婆婆退休后，很长一段时间焦虑失落，
整天窝在家里看肥皂剧，老喊头晕脑胀，我
劝她出去走走，结交些朋友，有了朋友，日子
自然充实有趣些。果不其然，婆婆吃过饭就
在小区里转悠，认识了很多和她一样退休的
老头老太太，大家兴趣不一，有人爱象棋，有
人爱跳舞，有人爱太极，婆婆跟着他们今天
学这个，明天学那个，脸上渐渐有了喜色。

一天，婆婆从外面回来，大声地宣布：从今
天开始，我要“拈花惹草”。公公一听，脸都绿
了，呵斥她：“老不正经！你看看你都快七十的
人了，还拈花惹草？不怕人笑话？”我也为公公
担心，婆婆年轻时是个大美人，虽然现在年
纪大了，但风韵犹存……可婆婆拍了拍公公
的肩膀，说：“你想歪了，我是说从今天开始养
花种草，把咱们家整得要像个花园一样。”

得知她是想种花，我们都长舒了一口
气。我们家有个小院子，空着也实在浪费，
养些花花草草怡心怡情，当然好了。婆婆见
家人如此赞成，好不开心，第二天就直奔花
市，拉回一车花盆和鲜花，有吊篮、红掌、万
年青、发财树、蔷薇花等等各种花卉，开始经
营起自己的“花花世界”。

这下，婆婆的日子活色生香起来，她整
天忙着移盆、浸盆、浇水、施肥，再也无暇
顾及肥皂剧了，再也不喊头疼无聊了。可
是好景不长，那些原本生龙活虎的花儿，
离开了温棚培育的环境，没多久就蔫头蔫
脑，毫无生气。婆婆很心急，这才知道养
花光凭一腔热情还是不行，需要技术！婆
婆又淘来一堆种花草的书籍，架起老花
镜，认认真真地研究起来。为了让婆婆不

至于心灰意冷，我帮她介绍了一名园艺老
师傅。婆婆每天都去她的花圃里“学习”，
像个小学生一样，记下每种花的喜好与注
意事项，然后回到家来“实习”，在老师傅
的指点下，婆婆终于能将花养得又肥又
艳，深得家人赞赏。

前段，婆婆养的一盆月季花终于开花
了，婆婆很得意，把花从院子里搬到阳台上，
这样，我们一睁眼就都看得见。婆婆呢，没
事时就跑去阳台上凑近花深嗅一番，一边嗅
一边夸：好香！真香！太香了！又担心阳台
上太阳大，白天把花抱到客厅里，晚上又抱
到楼顶让它吸收雨露，看她像宝贝似的宠爱
着月季花。婆婆尽情地享受着自己的花花
世界，幸福、快乐的心情也感染了我们，全家
人其乐融融，好不开心。

婆婆的“花花世界”
刘亚华

家里只剩下我和老伴，女儿怕我们孤单、寂寞，派外
孙常来，给我们做伴、解闷。儿子也把孙女打发过来，承
欢我们膝下，让我们享受天伦之乐。老伴由一日操持
两餐，改为一天忙于四顿，整天马不停蹄地围着锅台打
转。同我们关系极为密切的大嫂暗示老伴：家里的孩
子是“白眼狼”，吃完你的肉还要嚼你的骨头，吃饱喝足
尾巴连摇也不摇就走。人一到了黄土埋膝的年纪，该
多为自己打算了。我们这茬人的命用黄莲水泡过，上
养老下育小，活得已经够累，没事干嘛非要找事干。

我和老伴对她的观点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她儿女
不孝家庭不睦，产生的心理变态。

平时，老伴常买点水果贮备在冰箱里，我们随时可
以一饱口福。孩子来了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吃“独”食
了。孙女的嗅觉特灵，外孙的耳朵更尖，每逢有东西可
吃，孙女往我腿上一靠，小嘴不言不语就在那里咂巴，外
孙扑在外婆怀里，不住问“那是什么？”我和老伴相视一
笑，不论这东西多么贵，孩子眼巴巴地瞧着，你还好意思
往嘴里填么？从这时开始，东西多了四个人分吃，少了
只供应孩子。小家伙嘴巴像抹了蜜那般甜，孙女说：

“爷爷，我长大了像爸爸一样赚钱，你想吃什么都给你
买。”外孙说：“外婆，你老了干不动活，我伺候你。”老伴
就爱听孩子说这类话，乐得她合不拢嘴，时不时地对我
说：“咱们已是这把年纪，多吃一口少吃一口无所谓。可
不能屈着孩子，他们还小，还在长身体，需要营养。”

时间一长，我们发现这是两匹没笼头的野马，整
天只知道玩，我对老伴说，必须从小培养他们自力生
存能力。老伴在生活上要尽量关心他们，但不准溺
爱。我督促他们学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导他们
自觉地去掉野性。

我四肢麻木，双腿动作不灵，老伴儿要常常帮我
拍脚底捶双腿，我觉得，这是个锻炼孩子的机会，就让
他们从这里做起。孩子觉得新鲜，乍做起来极为认
真，一但时间过长，就表现出不耐烦。

我借辅导他们功课机会，有针对性地讲古人如何
克己待人，尊老敬贤，热爱劳动，刻苦学习的故事，向
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灌输做人道理。

孩子闯入我们生活，给我们增加负担，更多的是
带来了欢乐。老伴儿记挂他们冷暖，操心他们吃住，
小家伙也主动清理卫生，叠放自己被褥。陪老伴儿去
菜场，主动拿菜篮子，干些他们力所能及的活儿。

隔辈人之间的欢快
曾赵清

我们老俩口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现在四世同
堂，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首先感谢党的好政策，再
就是儿女们“尊老敬老孝老”做得好！我忍不住想夸
夸我们的好儿女。

我有两儿一女，都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大儿
在外地，一有时间就会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在家
休假时和媳妇一起买上父母爱吃的东西，陪伴我
们。女儿女婿经常到家里干活，可以说是有求必
应。老伴有病，上厕所不便，儿女买来椅子式便盆；
燃气灶不好使，他们及时修理或更换；厨房下水道
堵了，他们多次疏通并改造；夏天怕蚊蝇叮咬，提前
给我们买好蚊香、蝇拍，挂好蚊帐；过年过节，给我
们购年货、大扫除，什么都不用我们操心，把家里布
置得干净利索。

老伴刚得病时，几乎年年住院，有时一年住三
次，每次住院，儿女们都争先恐后地陪床、照顾、护
理，为母亲喂饭喂水、端屎端尿，日夜守护在病床前，
体贴入微，关心备至，使老伴开心满意。老伴30多年
的糖尿病并发心脑肾眼病，16年的脑出血后遗症，使老
伴身体备受折磨。儿女们经常为老伴买营养品、理疗
器材、按摩仪、轮椅助行器等，他们说：“为父母健康
投资，值！父母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父母是家
中宝，我们一定孝敬好。”为了照顾母亲方便，2015
年，儿女们凑钱在两个儿子家附近给我们买了房子。
住得近了，来往多了，做了好吃的，就及时给我们送
来。上个月，老伴摔了两次，一个电话，不到五分钟，儿
女就来到家照顾老伴。每次理发，都是儿女推着老伴
坐上轮椅，去理发店理发。大儿子看到眼里，疼在心
里，他买了全套的理发工具，并自学了理发。

我们这个大家庭有这样的尊老敬老爱老的儿女们，
虽然老伴疾病缠身，但我们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夸夸我们的好儿女
杨玉增

我为父亲当导游 冯小敏 摄

晓星尽，月回宫；

绚丽晨霞铺天空。

为健身，为强体；

西苑公园来集中。

你散步，我跳舞，

心旷神怡好轻松。

你太极，我高歌；

欢乐之中气血通。

拉家常，议国事；

大家激昂话无穷。

盼梦成，愿长寿；

退休生活乐融融。

退休乐
潘文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