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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生活不能自理
兄妹四人齐心照料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见习记者 党梦琦

2009年起，高红霞的父母相继生
病，生活不能自理，身边 24小时离不
开人，他们兄妹四人齐心协力，轮流
悉心照顾，诠释着孝老敬老的优良传
统。

父母先后患病 生活不能自理

7月 18日晚，记者跟随高红霞来
到市区湘江路罐头家苑。80岁的高金
声和 78岁的刘风兰已吃过晚饭，正在
家里休息。两位老人的气色都不错，
衣着整洁，头发梳得齐整，脸上干
干净净。老人能得到如此好的照料，
全靠高红霞兄妹四人的齐心协力。

据了解，2009年高金声因突发脑
梗，之后又患上帕金森综合征，行动
不便，生活不能自理。刘风兰情况更
严重些，2012年大面积脑梗，送到医
院抢救，之后便只能一直躺在床上。

刘风兰住院期间，高金声一人在
家无法生活，高红霞和哥哥姐姐分成
两组，一组在医院照顾母亲，一组在
家里照顾父亲并负责做饭、送饭。“俺

妈住医院输水，经常就是我们坐在床
头那儿，让她靠着我们，多少能舒服
一点。”高红霞说，“那时候是真作
难，好在我们兄妹几个合伙，日子也
就这样过来了。”

兄妹四个排班 保证老人身边有人

刘风兰出院回家后，高红霞兄妹
四人便根据自己的工作时间，排了

“白班”“夜班”来照顾老人，保证老
人身边24小时都有人。

记者前去采访时，高红霞的姐姐
刚刚照顾好父母吃过晚饭，正在给母
亲刘风兰洗脸。“我已经退休了，所以
白天一般都是我在这儿照顾父母。”高
红霞的姐姐说，照顾老人这件事，是
他们兄妹几个应该做的。

为把两位老人的生活照料好，他
们每天换着花样给老人做饭。高金声
没有办法安装假牙，饭菜要煮得烂一
点，所以家里每顿饭都要做两样，做
好饭再依次喂两位老人。

高金声生病之后，能用简单的话
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刘风兰生病出院
之后便不能说话了，和她交流一般靠
猜。只要有空，几个儿女就拿着卡片

教她说话，从开始的“苹果、香蕉”，
到最后教唱儿歌，几个人不厌其烦，
慢慢地引导，如今刘风兰已经能发出
单音节的字。

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老人

生病后高金声不愿意出去运动，
但考虑到老在家坐着也不行，兄妹几
人就经常扶他在门口走走，每次出去
都要哄着、商量着来。“一般都是跟他
说‘今天出去走三圈吧’‘出去就在门
口走几个来回好不好’，出去后他还会
认真地数着，完成了约定的运动量，
就要回家。”高红霞说。

“俺爸坐车晕车，也不好出门。我
们只能经常开车带着母亲一个人出去
转转看看，解放路大桥、西城区都带
她去过，出去转时候她特别高兴。”高
红霞说。说话间，刘风兰努了一下
嘴，高红霞连忙把垃圾桶递了过去，
看母亲吐了下口水后，又拿纸巾将母
亲嘴巴擦干净。“照顾的时间长了，有
时候俺妈一看哪我就知道她想要啥。”

长期卧床的病人最怕生褥疮，为
了更好地照顾刘风兰，家里专门买了
护理床，兄妹四人每天都会为她擦洗
身子。生病七年来，刘风兰从来没有
生过褥疮，身上总是干净清爽。

平时只要有空，兄妹几个就会来
看父母，跟他们说说话，逗他们开
心。“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里有老
人总是有福气”。高红霞说，“父母把
什么好的都给了我们，现在父母老
了，该是我们照顾父母的时候了。”

为了让老人高兴为了让老人高兴，，高红霞抱着孩子让老人看高红霞抱着孩子让老人看。。

□本报记者 张新锐

7月 9日，市民梁隽为方便练字而
发明的“一种练字模板”，获得“实用
新型专利”。

梁隽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现
在在源汇区文化馆工作。出生刚七天
时，母亲因病去世，他被同族的一个
长辈抱养。养父没有儿子，梁隽就成
了养父最大的期望。

梁隽少年时学习不用心，这让养
父很忧心。小学二年级时的一天，养
父看了梁隽的作业后十分生气，责骂
他写的字很不端正整齐。这次之后，
梁隽开始发愤练字，一有时间就照着
语文课文后的生字练习笔画，很快字
就写得端正起来。他的进步得到语文
老师的表扬，这大大激发了梁隽对书

法的爱好和兴趣。他要在写字上面做
出点成绩来，让养父不再对他失望。
于是，梁隽在书法上刻苦努力，每天
抽出三个小时的时间练习书法，并最
终取得了一定成就。

在练字的过程中，梁隽发现对于
很多初学写字的人，市面上虽然也有
一些帮助写好字的方法，如纸上描
红、凹槽褪色描红等，但都存在一定
不足。纸上描红由于上面需要覆盖纸
张，存在学习者用眼压力大、纸张容
易写破等不足。凹槽褪色描红，只是
简单的机械式的模仿，对练习者的提
高能效缓慢。此外，一般的练字的方
格大小是固定的，不能进行调节，使
得练的字体大小受到了限制。

如何让练字者可以自由发挥，不
被完全约束而且便利呢？梁隽从此决

定要发明一种新型练字模板。
看到人们在纸上写字时，为了行

列整齐，往往要打格，特别是在墙上
写字时更是要钉钉拉线成格，而打格
的时间比写字的时间还要长，十分麻
烦。梁隽就从写字不用再打格这一点
出发设计构思，经过无数次的探索试
验，终于发明出了新型练字模板的实
用技术，并得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认可。

这种实用新型练字模板通过底板
的表面开设有放置槽，提高了练字大
小的范围，卡板的设置与底板的平面
保持平齐，使练字便利了很多。通过
滑块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推杆，长方形
写字板中设计一条中心线，让练习者
参照中心线进行练习，可以自由发
挥，不被完全约束。

市民为方便练字 发明新练字模板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实 习 生 万天宇

7 月 19 日下午，召陵区邓襄镇孔营
村，村委大院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没想到这么快就坐上手推车了，以后出
门方便多啦！”79岁的五保贫困户孔庆恩
老人领到一辆崭新的老年手推车，心里喜
不胜收。当天下午，该村 19名留守老人
在爱心网友的热心资助下，每人均领到了
一辆带有红色坐垫的老年手推车。

一篇文章引发网友关注

事情得从今年4月说起。孔营村有一
些老人腿脚不便，平时出门都要靠拐杖，
在村里闲逛时没有椅子可坐。于是，4月
9日，该村一名干部编写了一篇题为《这
样的老年推车我们还需要 10把》 的微信
公众号文章，讲述了孔营村一些老人腿脚
不便等具体事例，还说村里准备给这些老
人购买手推车，缓解老人出门不便等现
象，随后文章在朋友圈里开始转发。

短短几天时间，这篇文章引起我市广
大热心网友的高度关注。该篇微信公众号
文章中将孔营村多名腰疼、残疾、腿脚不
便的老人家庭基本情况、本人照片也被一
并发出，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感情共鸣。2
元、5元、8元、10元、100元……短短两
个月的时间，该村接收到热心网友、爱心
企业的捐助共计3000多元。“有的老人家
里真贫困，连个像样的座椅都没有。”“期
待这些老人早日能有个舒服的出行工
具！”网友们纷纷在文章后面留言。

“一家爱心企业的老板看到微信公众
号文章后，直接向我们捐赠了 10辆老年
手推车。”该村一名村干部告诉记者。

19名老人坐上手推车

孔营村一名村干部告诉记者，该村利
用网友捐助的爱心资金，一次性购买了
19辆爱心手推车。

一辆辆小小的手推车，温暖了这些老
人的心。“没想到这么多热心网友关注俺
们这些老年人！”“谢谢网友们，感谢这个
好社会！”19名老人有的拿着蒲扇，有的
掂着水杯，坐在崭新的手推车上喜笑颜
开。

“今年都95岁啦！”孔营村5组的村民
宋喜妮因为年事已高而行动不便，她一边
拿着手绢不停地擦眼，一边兴高采烈地告
诉记者。记者在受捐助的名单上看到，这
些领取到老年手推车的老人基本上都在
70岁以上，有的身患脑出血后遗症行动
不便，有的因为年龄太大而腿脚不利索。

“年龄太大了，经常不出门。”五保贫
困户孔庆恩老人告诉记者，因为腿脚不
便，他经常几天都不出门。馍他自己烙
的，面条也是自己手擀的。“手推车能推
还能坐，还可以去村里的超市买点生活用
品。”孔庆恩高兴地说。

一篇文章引起网友关注
两个月捐赠3000多元

19辆手推车
暖了老人心

老人们领到崭新的老年手推车老人们领到崭新的老年手推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