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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见习记者 陈金旭

今年 62岁的韩刘栓和老伴儿李
玉梅住在郾城区海河路上的一个家
属院。三个女儿都已嫁人，老两口
也乐得逍遥。去年 10月，韩刘栓和
老伴儿李玉梅，决定把家属院的看
门任务给承担下来。

“我俩闲着也没啥事儿，原本就
是这个院子的人，看看门自己也能
出来透透气。”韩刘栓说。

每天早晨五点多，韩刘栓和老
伴儿李玉梅便早早起来，一个把大
门打开，打扫门口的卫生，一个打
扫院里的卫生。等到晚上院里都安
安静静，韩刘栓夫妇才锁上大门休
息。赶上有人晚归，夜里两三点正
在睡梦中的夫妇二人还得披上衣

服，起身开门。
家属院里一共 60多户人。为了

保证大家的安全，老两口吃住都在
门卫室。院内摄像头的维修、车辆
进出的把控等，也是韩刘栓夫妇的
工作。

看门的工作虽然琐碎，但是两
人自得其乐。李玉梅热情开朗，她
坐在门口看门时，身边总是围着一
圈人聊天。李玉梅笑道：“以前在家
就俺俩，现在守着门，大家路过时
打个招呼，院里不少人都成了好朋
友。有个邻居不会炸鱼，我帮着她
炸鱼，她还非分我一半儿。邻里关
系处得可好啦。”

韩刘栓也有一门修鞋、修车、
修拉锁的手艺。于是，他就在大门
口挂个修鞋、修车的牌子，开启了

自己的副业。没想到，这副业生意
还挺红火，不仅家属院，就连附近
其他小区也有不少人找他修自行
车、修鞋。

“我一边儿修鞋、修车，一边儿
看门，两不耽误。”韩刘栓自豪地
说。

“我们俩加一块儿一个月才拿两
千多块钱，但是和邻居的交流更多
了，也没那么寂寞了。”李玉梅边说
边用控制器为一辆轿车开门。

李玉梅看到邻居，都会主动问
候。“回来啦？”“出去呢？”简单的
话语中流露出对邻居的关心。

韩刘栓说：“看门、修车啥的，
不费啥力气，还能赚点钱贴补家
用，感觉每天忙碌着有个事儿干，
很满足。”

□文/图 见习记者 陈金旭

10月6日下午，记者在召陵区
黄河路一个小区，见到了 70岁的
周文正老人。

一件黄色衬衣，一条蓝色牛仔
裤，身材匀称的周文正，完全看不
出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

记者进门时，周文正刚刚将孙
子贺贺哄睡着。老人轻轻地为孙子
搭上一条小被子，慈爱地轻拍着孙
子，希望孙子能睡得安稳。

贺贺才一岁多，儿子和儿媳妇
都有工作，周文正主动承担起了照
顾孙子的任务。

每天清晨，周文正都早早地起
床，打理自己的一片菜地。

“自家种的蔬菜，不打药，吃
着健康。”打理完菜地，周文正还
得赶在七点前回家，为儿子和儿媳
妇准备早餐。回家时，出门时便插
上电的电饭煲已经飘出大米粥的清
香。从菜地里摘的新鲜蔬菜，经过
周文正的妙手，便成了一道道味道
鲜美的珍馐。

这边周文正老人刚把粥给盛到
碗里、把菜盛到盘里，那边儿子儿
媳妇也都闻着饭菜的香味，起床洗
漱了。

等儿子儿媳妇收拾停当出门上
班，周文正则抱起孙子，向他们道
别。孙子刚刚断奶，已经可以慢慢

喝些粥，吃点软和的食物。周文正
一边拿着勺子往孙子嘴里喂大米
粥，一边小声说着“贺贺，吃饭饭
了”。

吃过饭的贺贺精神头十足。如
果天气好，周文正便带着他出去逛
逛，碰上阴天、下雨天则待在家
里。

“贺贺比较乖，有时候自己摆
弄玩具，有时候要我陪他玩，咿咿
呀呀的。”一提起孙子，周文正满
脸堆笑，“别看贺贺才一岁多，听
见音乐就手舞足蹈，扭来扭去，可
有意思啦。”

“最担心的是他磕着碰着。”周
文正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刚刚学会
走路的贺贺，偶尔会因为重心不稳
跌倒。然而，即使再小心，也有看
不住的时候，有时候转个身的功
夫，贺贺就摔倒了。

“鼻子上碰住的地方刚长好。
以后得更小心些。”周文正说。

将孙子哄睡后，周文正让老伴
儿看着孙子，他则出门再去地里看
看他种的菜。

“我每天就两件事，照看孙子
是第一等大事，然后就是瞅瞅我种
的菜。”周文正说。

看着儿子长大成人、结婚生
子，周文正倍感幸福。如今照看孙
子、陪伴孙子成长，更是让他多了
一种幸福和期待。

□见习记者 刘彩霞

10月6日下午，记者来到市区
滨河路，走进 64 岁王彩云的家
中。屋内陈设，和大多数居民家
一样简单整洁，唯一不同是家里
有一些冷清：他们唯一的女儿在
北京工作，家里只剩下她和老伴
朱炳全。

“我们前几年在北京照顾外
孙，去年外孙上学后，我们就回
到漯河居住。”王彩云说。

在北京和女儿一起生活的日
子里，王彩云和老伴每天做家
务、照顾外孙的起居饮食。当时
女儿经常加班、外出学习，有时
连节假日都不能休息。“每周我也
只能见两三次女儿的面，有时晚
上加班后，她就直接睡在单位的
公寓里，一有空闲时间哪都不
去，就待在家里睡觉。”看到女儿
工作这么辛苦，王彩云非常心
疼。于是，只要女儿说想吃什
么，她立马去做。

在漯河，王彩云和老伴除了
散步、打乒乓球，就是参加社区
的公益活动。“现在小区环境好
了，社区活动多了，我们两口子
在家也没什么事，只要社区组织
活动需要居民参加，我们就积极
配合。”王彩云说。

国庆节前，王彩云和女儿通
了电话。得知女儿只能休息三
天，王彩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
不停地叮嘱女儿照顾好身体、按
时吃饭。

“虽然家里有老伴，但这心里
面还是像缺一块似的，特别是节
假日，看到邻居们为孩子买菜做
饭，而自己家里只有我和老伴两
个人，心里就非常难过。”王彩云
说着，眼里泛起了泪花。

“我们想让女儿常回家看看，
尽管我们心里清楚孩子工作忙不
能回家。实在惦记女儿了，就打
电话或者视频聊天。”朱炳全说。

对于自己的心愿，66 岁的朱
炳全希望女儿一家平平安安，他
和老伴身体健康，小区邻居都健
康幸福。

□文/图 见习记者 陈金旭

一壶热茶飘起袅袅香气，一片
花草藏着诗一样的浪漫，一位老先
生躺在摇椅上戴着老花镜悠闲地看
着杂志，一位老太太坐在一旁摆弄
着心爱的花花草草。

这优雅惬意的画面，便是李保
欣、马喜凤夫妇幸福退休生活的真
实写照。

10月6日下午，记者来到郾城
区龙城镇小王庄村，在一个搭建的
花棚中，见到了李保欣、马喜凤夫
妇。

李保欣、马喜凤夫妇退休前分
别在市畜牧局和市农业局工作。由
于儿子在成都定居，两位老人不用
照顾孙子孙女，退休后便闲了下
来。热爱花草的两人一合计，便寻
了一个大棚，开始享受侍花弄草的
诗意生活。

“我从小就喜欢养花，上小学
的时候就开始养凤尾兰了。退休以
后闲着也没事，也不爱打牌，就想
摆弄摆弄花。”马喜凤告诉记者，

“为了找到适合嫁接蟹爪兰的品
种，我们俩还曾特意去贵州一趟，
在山上找到一种野生的仙人掌。”

提起自己的心头好，马喜凤的
嘴角不由地挂着一丝微笑。

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每
天早晨六点左右，两位老人便从家
里赶到花棚，除野草、疏花蕾、抹
腋芽、浇水、施肥，开启一天的田
园生活。

由于两人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
验较为丰富，吸引了不少热爱花草
的人前来咨询。

“每天至少有三四个人来询

问。还有不少农民朋友也来取
经。”马喜凤笑道，“几乎没闲过，
他们喜欢听，我也爱讲，每每都说
得口干舌燥，但是心里特别舒坦。”

李保欣则一边听着老伴的话，
一边在一旁翻阅杂志，偶尔啜上一
口茶，好不惬意。

记者询问李保欣老人时，他也
是不慌不忙地摆摆手，说：“我平
时也是这样，看她在旁边忙活，我
就看看报纸、杂志，喝喝茶。”

虽然刚刚接手花棚一年时间，
李保欣、马喜凤夫妇已经种植了
100多种花草。一亩三分地算不上
大，但是照料各种不同的花草，还
是得忙上半天。

“一点都不累，干我想干的事
儿我开心都来不及，哪会觉得
累。”马喜凤边开心地说，边向记
者展示她所培育的各种花草小苗。
其中，当下最流行的多肉植物，马
喜凤也培育了不少。

“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养的多
肉，不能多浇水。”马喜凤说。

“每天都很快乐，看到我这一
大棚的花草，就有一种幸福感。”
马喜凤说。

“还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
友。我经常和大伙讲花的特征、特
性，如何保持盆土湿润，应该注意
哪些问题等，帮他们解决了不少疑
惑。不少人后来都成了朋友，大家
都经常往来。”马喜凤说。

马喜凤一边用花洒为石斛兰浇
水，一边告诉记者：“退休前，我
的理想就是去公园里工作，养养
花。虽然有不少单位希望把我俩返
聘回去，但是我们觉得现在这样挺
好，养花就是最幸福的事儿。”

李保欣、马喜凤夫妇

你喝茶我浇花 生活如诗如画

李保欣看杂志李保欣看杂志，，马喜凤在侍花弄草马喜凤在侍花弄草。。

七旬老人周文正

最大快乐是照看孙子

周文正老人轻抚刚刚入睡的孙子周文正老人轻抚刚刚入睡的孙子。。

韩刘栓、李玉梅夫妇

守护邻里安全 享受幸福生活

韩刘栓正在修自行车韩刘栓正在修自行车，，李玉梅则坐在一旁李玉梅则坐在一旁。。

王彩云、朱炳全夫妇的心愿

女儿常回家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