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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人健身，到结伴打花棍

这群老太太 健康快乐度晚年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在市区海河小区的广场
上，活跃着一群热爱健身的老
太太，她们大多已是耄耋之
年，却打得一手精彩的花棍，
常常引得行人驻足观看。她们
因何走到一起？又如何与花棍
这项民间传统运动结下不解之
缘？4 月 7 日，记者走近这些
老人，倾听她们的故事。

从一个人健身
到结伴打花棍

花棍，顾名思义，就是一
根制作得比较花哨的棍子。可
是这些棍子到了眼前的这些老
人手中，一下子就变得神奇起
来。只见花棍在她们手中翻转
飞舞，看得人眼花缭乱。她们
的脚下也没闲着，时而移步换
形，用花棍击打身上穴位，时
而抬腿屈膝，让花棍从腿弯下
穿过。一系列动作如同行云流
水，酣畅淋漓。

带 队 的 是 80 岁 的 郭 秀
英，就是在她的带领下，这群
热爱运动的老人才逐渐走到一
起，形成了如今数十人的团
队。郭秀英原来住在市区淞江
小区，那时她就每天带着一群
姐妹跳广场舞。3年前，郭秀
英搬进海河小区，仍然坚持每
天锻炼。有一次，她在电视上
看到拍打穴位的保健功效，就
在日常健身时加以运用，吸引
了不少人。

很快郭秀英就遇到了志同
道合的姐妹——今年80岁的朱
秀玉和83岁的刘玉萱。她俩看
郭秀英的健身方式很特别，就
跟着她学习，常常结伴锻炼。
慢慢地，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直到91岁的新成员李秀花老人
提出，她老家十五里店流行一
种打花棍的运动，可以介绍给
大家。于是，老人们从网上买
来花棍，操练起来，没想到越
练越好，她们的表演竟成了海
河小区远近皆知的一景。

相伴带来快乐
相守增进友情

运动让这些并不熟识的老
人们聚到了一起，她们在运动
中锻炼了身体，也培养出了深
厚友情。每天上午 9 点到 11
点，下午3点到5点都成了老
人们固定的聚会时间。

86 岁的张蜜也想加入她
们，但她腿脚不好，上下楼多
有不便。老人们知道后，就到
家里去接她，锻炼完了再送她
回家。有一回，张蜜的膝盖疼
得厉害，实在下不了楼，郭秀
英就去药店买了自己用过的膏
药给她送去，还陪她聊天解闷。

团队里年纪最大的是 99
岁的张庭兰老人，在她 99 岁
生日那天，77 岁的队友张梅
花特地去给她买了生日蛋糕，
姐妹们一起在广场上给她过了
一个不同寻常的生日。这件事
在小区里传为美谈，老人们互
相关爱的友情和乐观健康的生
活方式愈发令人敬仰。

能够健康快乐
就是幸福晚年

随着参与的老人越来越
多，团队的名气在小区越来越
大，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老人
们的自娱自乐，并不看好健身
能给她们带来哪些改变。可

是，许多老人用自己的亲身经
历说明了运动给她们的健康状
况带来的改变。

75 岁的杜金凤就是运动
的受益人。她原来患有脊椎
病，上厕所需要人搀扶，弯腰
都很困难。自从加入健身队伍
后，她从步行开始锻炼，身体
状况逐渐改善，如今已完全能
够照顾自己。

82 岁 的 王 丽 君 腿 脚 不
便，曾一度精神低落，每天躺
在家里看电视打发时间。自从
认识了这群老人，她喜欢上了
运动，慢慢地坚持下来，虽然
腿脚还会疼痛，但她感觉明显
减轻了，精神状况也好了。

从一位老人的健身爱好，
到带动一群老人改变生活方
式，找回属于晚年的健康和快
乐，这些是郭秀英意料之外的
收获。她说，人到了这个年
纪，不应该再被家庭生活的琐
事、烦事束缚，应该量力而行
地走出家门，多参与一些活
动，培养一些爱好，身体健
康，心情愉快，就是晚年最大
的幸福。

老人们在打花棍。

本报讯（记者 王 辉） 4
月6日晚上9点，在召陵区老窝
镇老许村，哭声划破了村庄的
宁静，一名小女孩，衣着单
薄，哭喊着“妈妈”。好心的村
民立即将其带回家中，给其披
上棉衣，拿出饼干热牛奶给小
女孩，并报警求助。

市公安局召陵分局老窝社
区警务队民警立即出警到达村
民家中。经了解，小女孩说，
她今年两岁多，上幼儿园小
班，名字是哪几个字说不清
楚，只知道妈妈名字。了解情
况后，民警立即兵分两路，一
路回警务队利用公安信息人口

系统排查，一路到附近各监控
区域调取监控。当晚11时许，
民警终于联系上了小女孩的父
母。

原来，当天小女孩随父母
一起到老许村走亲戚，后来玩
累了，她就在亲戚家睡下了。
小女孩醒来时父母已经回家，
而亲戚临时有事出去了，她看
到屋里没人，就跑出亲戚家去
找父母，一路走到村东头发现
迷路了，开始大声哭喊，这才
有了刚开始的一幕。

最后，在民警的帮助下，
小女孩终于回到了父母的身
边。

□本报记者 刘亚杰

在每个家庭里，电饭煲、
微波炉、电磁炉等小家电可谓
是必备，小家电给生活带来了
不少便利。那么，小家电一旦
出现问题，是要修呢？还是换
新的？4 月 8 日，针对这个问
题，记者采访了多位市民，她
们给出的答案也各不相同。

小家电出问题维修难

市民李女士曾在市区交通
路丹尼斯购买了一个小的电饭
煲，买的时候 100 多块钱，平
时用来给一岁多的孙子做辅
食。但是最近电饭煲坏了，李
女士觉得孙子马上也长大了，
再买一个新的没必要，想着找
人修一修，但是她找了很多地
方都没有人愿意修。

家住市会展中心附近的应
女士告诉记者：“小家电要是坏
了，维修换个零件差不多能买
新的了，所以我会选择比较好
的品牌，一般还没坏，就该更
新换代了。”

韩先生买的电动剃须刀坏
了，拿去维修，更换零部件得
40块钱。韩先生说：“买剃须刀
花了不到 100 块钱，还不如买

个新的。”

维修成本高不如换新的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市民
家里都有坏掉的小家电。大部
分市民认为，维修成本高，还
不如重新买新的。主要原因是
小家电维修起来太麻烦，而且
维修价格偏高。小家电更新换
代快，常常会遇到缺少配件的
情况，维修难度比较高。

漯河五星电器工作人员亚娟
告诉记者：“只要是在五星电器
买的，有正规发票，并且在保质
期内，我们都提供售后，直接拿
到售后就可以维修。如果修不
好，就返回厂家修。保质期外的
我们不再提供售后维修。”

从事家电维修的方俊东告
诉记者：“像空调、冰箱、展示
柜等大家电维修的比较多，小
家电很多人一般选择换新的。
比如电饭煲的加热盘坏了或者
电磁炉的发热部件坏了，这些
部件的价格占整个电器 40%到
50% 的 价 格 ， 就 没 有 修 的 必
要。如果是线路短路、烧坏了
等小故障，维修是很便宜的。

如果市民有维修小家电的
妙招和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
线3139148与本报联系。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李先生儿子的出生证明上
有一些字迹不太清楚，需要更
换新证。去医院办理时，院方
要求其先做亲子鉴定。“就因为
结婚证是在孩子出生半年后才
领的，就要做亲子鉴定吗？”李
先生很不解。

儿子出生证明字迹模糊
更换新证遇阻

4月8日，家住郾城区孟庙
镇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儿
子于 2007 年 3 月在市区辽河路
一家医院出生，并在医院办理
了出生证明。2007 年 8 月，他
和爱人在儿子出生半年后领取
了结婚证，并为儿子办理了户
口。今年 3 月底，他需要用到
儿子的出生证明时，发现出生
证明上他和爱人的身份证号模
糊不清，必须要更换一张出生
证明才能正常使用。

于是，李先生来到儿子出
生所在的医院，院方表示，李
先生需要到郾城区妇幼保健院
更换出生证明。之后，李先生
到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找到儿
子出生证明的存根打印出来，
然后带着出生证明原件、存根
复印件和结婚证来到了郾城区

妇幼保健院。没想到，医院却
告知他必须出示亲子鉴定证明
才能更换出生证明。

属于未婚先育
需证明亲子关系

4 月 8 日，就李先生的问
题，记者进行了咨询。郾城区
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表示，根
据新的规定，如果是领结婚证
前孩子就已经出生，无论是第
一次办理出生证明还是补办、
换证，都需要出示亲子鉴定证
明。“李先生可到市妇幼保健院
提交亲子鉴定申请，等鉴定结
果出来后，可按规定更换出生
证明。”郾城区妇幼保健院工作
人员说。

对此，市妇幼保健院负责
办理出生证明的工作人员表
示，根据 《河南省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出
生医学证明管理的通知》 的相
关精神，新生儿初次办理、换
发出生证明时，必须提供与父
母是亲子关系的证明，能证明
这种关系的就是结婚证和亲子
鉴定。而李先生的结婚证是在
其孩子出生以后领取，所以，
他的结婚证无法证明其亲子关
系，他需要出具亲子鉴定证
明，才能换发出生证明。

小女孩迷路 民警助其回家

更换出生证明，需做亲子鉴定？

维修小家电 成了大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