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 叫 罗 西他 叫 罗 西
盛盛 ，， 今 年今 年 7878
岁岁；；她叫张美她叫张美
云云 ，， 今 年今 年 7171
岁岁。。两人结婚两人结婚
5151 年年，，经历过经历过
贫困和种种磨贫困和种种磨
难难，，在艰难中养在艰难中养
大了一对儿女大了一对儿女，，
始终以勤劳相始终以勤劳相
守守，，收获晚年幸收获晚年幸
福生活福生活。。

本版征集新闻线索本版征集新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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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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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依相守是最温暖的承诺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新锐

养生提醒

婚后两地生活20年

罗西盛是临颍县城关镇大
墓罗村人，1968 年春天，他和
张美云结婚时，只有一间土坯的
破草房。家虽简陋，但他们却矢
志相守一生。婚后不久，罗西盛
就到许昌火车站当搬运工，后来
又到郑州火车站行包房搬运行
李，这一干就是20年。

在这 20年两地生活的岁月
里 ， 张 美 云 一 个 人 支 撑 着 小
家，一边带着先后出生的两个
孩 子 ， 一 边 还 要 在 生 产 队 出
工。夫妻俩都是十分勤劳的人，
干起活儿来十分卖力。罗西盛
每天要从火车上卸煤、搬运化
肥、粮食等，一只装满粮食重量
达到90公斤的麻袋，他一天能扛
几十次。张美云患有小儿麻痹
症，一条腿行动不便，但她是个
要强的人，在生产队里除草、运
肥、收麦，什么农活儿都干。

“割麦时，我虽然腿不方便，却
不比一个男劳力差，别人能干
多少活儿，我照样能干多少活
儿。”张美云说。

齐心协力把日子过好

“为了撑起这个家，她吃了

不少苦，也受了不少累。”说
起过 往 的 艰 难 岁 月 ， 罗 西 盛
对 妻 子 张 美 云 的 付出很是感
激。

罗西盛回家的次数很少，
根本帮不上妻子。“儿子和女儿
出生后，没有人帮忙带，我就
带着他们下地干活儿，把他们
放在地头，我去锄地，锄完一
段再把他们挪一挪地方。”回忆
起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张美云
脸上仍然流露出坚定的表情。

“就是因为她干活儿特别要强，
有一次在摇辘轳打水浇菜地时
小产了。”说到这件事，罗西盛
仍然很是心疼。

日子虽然艰难，但罗西盛
和张美云从没有放弃。夫妻俩
齐心协力、勤俭苦干，东拼西
借，在亲友帮助下盖起了三间
平房。

“盖房时能省钱的地方我
都照省钱的办法来，砖是自己
搬运的，水泥是自己搬运的，
垒墙和上预制板时才叫了几个
亲 戚 帮 忙 ， 反 正 我 力 气 不 稀
罕。”罗西盛说。“俩孩子的衣
服都是补了又补，只要能穿就
行。”张美云更是个节俭能手，

“女儿有一件棉袄，袖子补过多
次，补得连别人都看不下去。”
夫妻俩的勤劳和节俭在村里是

出了名的，这种家风也深深地
影响了儿子和女儿。

晚年把劳动当健身

罗西盛因长年干搬运的重
体 力 活 儿 ， 身 体 落 下 不 少 病
症，张美云心疼丈夫，从 1999
年开始不让他再干搬运工。

为了挣钱养育儿女，夫妻
俩拉着架子车，走村串户经营
小本买卖，后来又租了一间小
店铺做小商品生意，靠着勤劳
和节俭，帮儿子成了家，供女
儿上完了大学。

2009 年，在漯河定居的女
儿把父母接来，想让他们安享
晚年，可张美云闲不住，找了
个临时工的活儿，每天仍然早
早起床去干活儿。“闲着没事
很 着 急 ， 干 点 活 儿 心 里 才 踏
实。”张美云说，“我们不想给
孩子添麻烦，自己还能干活儿
挣 点 钱 ， 孩 子 们 也 就 少 点 负
担。”

如今的罗西盛和张美云夫
妇 ， 每 天 早 上 轮 替 着 去 干 活
儿。因为罗西盛心疼妻子，总
是赶去帮忙。“我们干的活儿不
重，打扫打扫卫生，拔拔草，
只当是锻炼身体了。”张美云笑
着说。

□本报记者 潘丽亚

生活中，很多老人每天
除了锻炼身体、帮忙照看孩
子，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捡
拾塑料瓶、纸箱子等废品。
对此，儿女们又是什么态度
呢？是对老人勤俭节约的习
惯予以认同？还是心怀抱怨
加以指责？9月22日，记者进
行了调查。

现状：
老人每天捡垃圾成习惯

“家里的老人每天外出
回来都会带一些塑料瓶、纸
箱子，把阁楼弄成了小型废
品场，劝说多次都无效，真
让人头疼。”家住黄河路一
小区的张女士说，母亲每天
早上都会在小区的垃圾桶里
找一遍，如果有塑料瓶、纸
箱子之类的就捡回去。

家住天元明珠小区的李
女士对记者说，父母有一辆
电动三轮车，每天回家她都
能发现里面放的不是塑料瓶
就是纸箱子，甚至还有街头
发的广告宣传页。

记者采访二十多个有老
人的家庭，几乎每家的老人
都有捡废品的习惯。在淞江
路一小区邓女士的家中，记
者看到，40多平方米的阁楼
上，大部分存放的都是她的
婆婆从外面捡回来的废品。

反对：
影响居住环境和卫生

“我认为，什么事情都
要有一个度，攒废品是老人
节俭的一个习惯，但不应该
过多地把外面的废品带回
家，影响生活。”家住辽河
路 的 徐 女 士 说 ，她 家 住 一
楼，有个小院，平时婆婆会
把捡来的废品放在小院里，
如果是纸箱子她倒也无所
谓，可是老人连一些瓶瓶罐
罐都往家里带，太阳一晒什
么味道都有，感觉很不好。

“有一次，婆婆在小区的垃圾
桶里捡回一袋杂粮放在院里
晒，让我真的很无语，甚至
为此我们还吵了几句。”徐
女士说。

而市民魏丽则表示，由
于自己家的房子没有小院，
也没有储藏室，以前婆婆会
把一些废品存放在阳台上，
不影响生活倒也无所谓，可
是自从家里添了孩子后，她

就禁止婆婆往家里带废品。
毕竟家里有小孩，这些废旧
物品有没有细菌，都不得而
知。“我觉得生活中还是安
全第一，完全没必要因为能
多卖几块钱，把那些多余的
东西带进自己的生活，进而
影响家人的正常生活。”魏
女士说。

支持：
子女应多理解多引导

对于部分市民的反对观
点，不少市民认为，老人们
都是节俭了一辈子，卖废品
换钱只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习
惯，如果子女强硬反对，恐
怕老人们从心理上难以接
受。

“说实话，即使不用子
女给生活费，我家两位老人
的退休金足够他们生活。”
市民刘先生说，虽说“不差
钱”，但老人们在生活中处
处都保持着勤俭节约的好习
惯，作为儿女，不能一味地
根据自己的想法强迫父母放
弃或改变收集废品卖钱的习
惯，应该学会理解他们，引
导他们。

刘先生说，他的父母也
有捡废品的习惯，他发现后
并没有说什么，而是将自家
的地下室腾空一部分，让他
们存放收集来的纸箱子和饮
料瓶，母亲每次都整理得很
整齐，每隔一段时间他会提
醒他们及时卖掉。同时，他
还给两位老人报名参加一个
戏迷俱乐部，帮他们制订锻
炼计划，慢慢让他们“忙”
起来。“现在除了会把家里
的废品收集起来外，已经减
少了从外面往家带废品的次
数。”刘先生说。

针对老人有捡垃圾习惯
的现象，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李丽老师认为，大部分老
人捡拾废品并不是因为经济
拮据和精神疾病，不少老人
是一种生活习惯，甚至有的
是因为内心空虚，所以子女
最好不要强迫老人放弃捡废
品的习惯，尤其不能责备、
批评老人，以免使老人内心
受到伤害，让他们觉得自己
没用，甚至引发心理问题。
她建议子女们多陪老人，多
引导老人参加社会群体活
动，或者给老人安排一些力
所能及的工作，以此来慢慢
改变老人的习惯。

老人爱捡废品怎么办

1.按眼窝，安神缓头痛。
通过按摩可减低眼压，缓解眼
部 疲 劳 ， 对 近 视 眼 、 老 花 眼
及 用 眼 过 度 等 引 起 的 目 赤 昏
花、视物不明有明显改善的作
用。

2.按颈窝，缓解咽部不适。
颈窝位于喉结下方、胸骨上凹
陷处。可用拇指或食指按压颈
窝 ， 并 向 内 下 方 缓 慢 均 匀 用
力，或画圈按揉，同时做吞咽
动作，约一分钟左右，自觉局
部酸重感及憋闷感为止。

3.揉腋窝，宽胸宁神。腋
窝，俗称“胳肢窝”，其顶端动
脉搏动处为极泉穴。将四指并
拢置于腋窝下，顺时针和逆时
针按摩，每 10圈交换一次；也
可按压，用左手按右腋窝，右

手按左腋窝，用拇指指肚按极
泉穴，反复揉压直至出现酸、
麻、热的感觉，一般需要 3至 5
分钟。

4.拍打肘窝，清热通络。按
摩 肘 窝 的 穴 位 可 疏 通 经 络 气
血，清热祛湿。将四指并拢，
力度由轻到重，再由重到轻地
连续拍打左右两边数次，拍打
时要注意节奏。

5.捋按腰窝调气血。腰窝就
是腰部脊柱左右凹陷处，常按
摩腰窝可协调经络气血，调和
脏腑。按摩腰窝以沿着脊柱走
向从上至下捋按为宜。

6.搓擦腘窝，缓解腰背痛。
腘窝就是双侧膝盖后方的凹陷
处，把手掌搓热，来回搓擦两
侧腘窝，间断按压穴位，也是

以局部发热、酸胀为宜，可缓
解腰背下肢关节疼痛，屈伸不
利。

7.推搓脚窝精力旺。脚窝里
藏 着 人 体 保 健 要 穴 —— 涌 泉
穴，位于足底部，蜷足时足前
部 凹 陷 处 。 推 搓 、 拍 打 涌 泉
穴，可使人精力旺盛。

8.脐窝，位于腹部正中央凹
陷处，为神阙穴所在。此处和
诸 经 百 脉 相 通 ， 内 连 五 脏 六
腑、脑及胞宫，建议在医生指
导下进行保健操作。

需要注意，按摩养生窝力
度不可过强，久病身体虚弱的
人最好不要过重拍打刺激，皮
肤有损伤或腹部有急性炎症、
恶性肿瘤的人慎用或忌用。

据《银川晚报》

长按身上8个“养生窝”

罗西盛和张美云老人罗西盛和张美云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