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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拓展自身的兴趣爱好，展现快乐的老年生活；或在养生与
保健方面有独特的理念的方法；或别具情趣，在生活的某方面有特长和“绝活儿”；或老年夫妻相
濡以沫、相互扶持，有着感人的爱情故事……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线索，请联系我们。电话：
15839581210

本版征集新闻线索本版征集新闻线索

张梅花老人今年张梅花老人今年
7878岁岁，，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性性
格开朗格开朗，，在家人和朋在家人和朋
友眼中友眼中，，她还是个文她还是个文
艺爱好者艺爱好者。。小区老人小区老人
们举办的扭秧歌们举办的扭秧歌、、打打
腰鼓腰鼓、、唱戏等集体活唱戏等集体活
动动，，都能看到她的身都能看到她的身
影影。。此外此外，，老人还爱老人还爱
写作写作，，生活中的所思生活中的所思
所想所想，，她都习惯用文她都习惯用文
字记录下来字记录下来。。55 月月 88
日日，，记者对她进行了记者对她进行了
采访采访。。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张玲玲

78岁张梅花：用文字记录生活
养生保健

祖孙乐事

老人正在书桌前翻看老人正在书桌前翻看《《中国百科中国百科》。》。

春夏交替时节，早晚温
差大，空气湿度大，很多老
风湿的病情容易发作，出现
关节僵硬、肿痛的症状。除
了防寒保暖，对症食疗能减
轻症状。

这类人可常喝赤小豆
粥，取赤小豆 30 克，白米
15克，白糖适量。先把赤小
豆煮熟，再加入白米熬粥，
加糖即可。可用于风湿病而

出现肢体沉重、关节屈伸不
利的患者。

还可多喝点鳝鱼汤。取
鳝鱼 200 克，生姜 3 片，葱
白 2 段，黄酒 2 匙。将鳝鱼
肉切丝，和姜、葱、黄酒共
入锅中，加水炖汤，调味。
此药膳适用于肢体关节疼痛
较剧、痛有定处、遇寒痛甚
等症。

据《快乐老人报》

赤小豆粥调理风湿

茵陈为茵陈蒿或滨蒿的
幼苗，我国大部分地区均有
分布，入药以质嫩、绵软、
灰绿色、香气浓者为佳，入
食以鲜嫩者为佳。

茵陈性味苦、微寒，有
清热利湿、利胆退黄的功
效。用茵陈 5 克，绞股蓝、

草决明各 10 克，放入茶杯
中，冲入沸水适量，浸泡片
刻，代茶频频饮服，每日一
剂，有清热利湿的效果，可
缓解高血压、高脂血症、高
尿酸血症、脂肪肝、肥胖
症、口苦便秘、头目眩晕
等。 晚综

喝茵陈茶降血压

□赵盛基

一天，3 岁多的小孙子
对我说：“爷爷，你不能这
样对我说话。”

我没明白，就问：“怎
么了，我说话不好听吗？”

他说：“声音有点大。
我家有本书，名字叫《语言
不是用来伤人的》。”

又一天，小孙子趁我不
注意，触摸带电的多用插
座。我赶紧拉开他，并打了
他的手和屁股。

他边哭边说：“我不喜
欢爷爷，我不喜欢爷爷。”

哭 完 后 ， 他 对 我 说 ：

“我家有本书，名字叫 《手
不是用来打人的》。”

我家有本书

□周明春

孙女一边看课外书，一
边写作业。我说：“你要专
心写作业，不要心不在焉
的，这样能写好作业吗？”

孙女不以为然道：“一
直写作业太累，写会作业看
会书感到轻松一些。”

我批评她：“这样作业
也写不好，书也没有看好。
今日事今日毕，不要拖延。”

孙女稍停片刻说：“我
记得有本书上说，成功主要
靠后天努力。我今天没有心

情写作业，如果今天和明天
玩好了，后天再努力，就会
有心情写作业了！”

后天再努力

5 月 8 日上午，记者来到位
于海河小区张梅花家里时，老
人正在书桌前安静地翻看一本

《中国百科》。老人精神矍铄，
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墙壁上
挂着几幅水墨画。

老人告诉记者，1960 年初
中毕业，她考进了许昌一所师
范学校，之后响应国家支援农
村的号召，于 1962 年回到家
乡舞阳县姜店乡大宋村，成了
一名乡村民办教师，这一干就

是18年。
张 梅 花 介 绍 ， 她 当 教 师

时，教学还不分科目，每个老
师都是全科教师，语文、数
学、体育、音乐、美术全要
教，而且是教三个年级。1982
年，为了更好地照顾四个孩
子，张梅花回到家中，从此不
再担任民办教师。

离开教师岗位后，张梅花
的生活主要围绕家庭展开，照
顾家人们的饮食起居。此外，

只要有闲暇时间，她就会拿出
图书、杂志等翻阅，并将所思
所想记录下来。

1990 年 ， 因 丈 夫 工 作 调
动，张梅花跟丈夫一起来到舞
阳县城生活。此时，她的大女
儿已经出嫁，二女儿和儿子已
经上班，只剩下小女儿正在读
书。“那时候照顾家庭的压力
小多了，我有更多的时间学习
跳舞、唱歌、写作了。”张梅花
说。

当了18年民办教师

随 着 儿 女 成 家 、 孙 辈 长
大，老人也闲了下来。“年轻时
我就想写作，记录自己的童年
及成长过程、工作经历、生活
感悟等，但那时候写了一点就
因为各种琐事被搁置，现在我
有了足够的时间，可以去完成
这个心愿了。”张梅花说。生活
中，如果遇到开心的事情，老
人都会拿笔记录下来。

“媳妇外出旅游给我买了礼
物——一双大花鞋，让我穿上
试试，我接过这双大花鞋爱不

释手，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因
为我今年 78 岁，还是第一次
穿花鞋。小时候家里穷，别说
穿花鞋，连一双像样的鞋都没
有……我们现在的日子太幸福
了，真是吃着甘蔗上楼梯，步
步高、节节甜啊！所以我穿着
这 双 大 花 鞋 高 兴 得 合 不 拢
嘴，走街串巷，见人就说‘这
是媳妇给我买的大花鞋，好看
吧？’”这是张梅花写于 5 月 6
日的一篇名为 《一双大花鞋》
的随笔。满满的一页纸上，笔

迹工整，语句通顺，字里行间
流露出对大花鞋的喜爱，以及
对有孝心的儿媳妇的夸赞，也
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心情。

“我写作先要打草稿，整篇
文章构思得差不多了，才正式
开始写作。写作的内容都源于
生活，尤其是那些令人欢喜的
事情，只要我有感而发，都要
记录下来。”张梅花说，“年龄
大了，有时候提笔忘字，遇见
这种情况，我就要翻字典，弄
准确。”

用文字记录日常生活

在海河小区，熟悉张梅花
的人都会对她投去羡慕的目
光：儿孙孝顺、家庭和睦，子
女们的小家庭也很融洽。那
么，老人家庭和谐有什么秘诀
吗？“我与公婆相处得很融洽，
从小我都教育子女要孝顺老
人。所以，子女、孙辈们都很
孝顺。”张梅花说。

在亲戚朋友眼中，张梅花
与媳妇的关系十分和睦。“我总

感觉媳妇买的东西与女儿买的
不一样，对于媳妇，我没有养
育之恩，但她能孝顺我，我就
要感恩，所以对于媳妇买的东
西，我都特别珍视。”张梅花
说，在小区里跟老姐妹一起聊
天时，经常有人向她倾诉婆媳
矛盾，她就会耐心地开导，劝
老人多包容年轻人，不要和年
轻人计较。

在女儿看来，自己的家庭

幸福也离不开母亲的教育。“有
一次，我给妈妈买了一双鞋，
妈妈拿过去正高兴地准备试
鞋，突然问了一句，你给婆婆
买了没有？这让我一下愣住
了。”张梅花的女儿说，“妈妈
一直说，对待婆婆要像对待亲妈
一样，给她买东西也一定要给婆
婆买。去年，我们带妈妈去南京
游玩，她一再叮嘱，一定要给婆
婆带些当地的特产，多尽孝心。”

从小教育子女要孝敬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