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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幅漫画，漫画上是
两位相爱的老人，老奶奶拄着拐
杖，老爷爷搀扶着她。他们一起赏
日出，不禁想起一句话：“你我暮
年，闲坐庭院，云卷云舒听雨声，星
密星稀赏月影，花开花落忆江南，
你话往时，我画往事。”

前段时间，在医院照顾老人，
见到了这样一对老夫妻。老太太看
样子有七十多岁了，患了比较严重
的糖尿病，腿脚有点不利索，眼睛
也有些模糊不清。那位老爷子就每
天陪护在她的左右，给她打饭、打
水，陪她说说笑笑。两个人都满鬓
斑白，老爷子穿着相素的长衣衫，
老太太则是一身病号服。每到晚餐
过后，老爷子就搀扶着老太太慢慢
在地走廊里走，一边走，一边提醒
她不要着急，走慢点。有时候，老爷
子也会指着窗外远处的地方，给她
讲外面的风景。老太太看不清，老

爷子就指着详细地讲给她听。有时
候，两个人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聊天。无论老爷子说什么，老太太
似乎都格外喜欢听。两个人一起说
笑着，缓慢地走在走廊里。

住院的时间长了，就和他们都
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为了不让儿
女分心，影响工作，老爷子自称是
“全陪丈夫”，全天候悉心守护老太
太。当我无比羡慕地说：“你们老两
口感情可真好”时，老太太就拍拍
自己的腿，说：“我腿脚不好，他就
是我的拐棍儿；我的眼睛看不清，
他就是我的眼。”老爷子站在旁边，
呵呵地笑着，说：“我是称职的拐棍
儿，称职的眼睛。咱们多走走，可以
降降糖。”老爷子一边说，一边体贴
地扶稳老太太。看着他们的背影，
我感觉他们就是我心中最美的爱
情童话。

我有一个朋友，在事业上遭遇

了低谷，原来风光无限的他，每天
过得浑浑噩噩，他说，当年感觉自
己再也走不出那份事业上的打击。
这时候，爱人温暖的关怀他，给他
宽心，为他准备各种各样的美食，
带他去看美丽的风景。那段时间，
爱人喜欢给他做一份鸡蛋面，鸡蛋
上会摆放一个笑脸，告诉他：只要
扬起生命的风帆，一切困难都是暂
时的。他说：“慢慢地，我懂得低谷
是好运的开始，只要努力坚持，一
切都会朝好的方向发展。”随后，他
重拾信心，几年后又风生水起。回
忆往事，他说：“爱人是我生命中的
贵人，是她陪我走过人生的低谷。

爱情不仅仅是花前月下，烛光
和玫瑰花，更是日复一日的相守，
是一粥一饭的温度。在平淡的岁月
里，两个人的相知相伴，相互鼓励，
才能走过人生中的荆棘，收获一份
甜蜜。 （刘云燕）

爱是甜蜜的陪伴

初夏，槐花盛开扑鼻香。
一串串洁白的槐花缀满树枝,

远远就能闻到槐花那淡淡素雅的
清香。当年欢天喜地争吃槐花麦饭
的情景，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的
脑海中，口水也就随之涌出来了，
我是多么想再吃一口那令人难以
忘怀的槐花麦饭啊！

对于槐花来说，吃法确实有很
多种，每个人的口味爱好也有所不
同。有的人喜欢槐花炒鸡蛋，有的
人爱好清炒槐花，也有的人偏爱凉
拌槐花，还有人爱吃槐花煎鸡蛋，
更有人喜好槐花馅饺子，而我就好
一口槐花麦饭。

我之所以对槐花麦饭如此难
以释怀，那就是小时候为吃槐花麦
饭而差一点丢了小命。记得那是我
刚刚记事不久的一年初夏时节，我
看到村子里满树的槐花开得好漂

亮诱人，便想赶快弄一些回去让母
亲给我做槐花麦饭。当时正值天不
怕地不怕、做事不考虑后果的年少
阶段，说干就干，立马爬上了村子
里的一棵老槐树去摘槐花。正摘得
起劲之际，没有想到一脚踩空，顿
时从高高的树上跌落下来，当场便
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人已

经躺在了县医院的病床上。看到我
终于睁开了眼睛，围在病床前的父
母和姐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母亲
嗔怪地数落我说：“你这槐花麦饭
吃得好，吃到医院的病床上来了，
看你还敢不敢再嘴馋。”而我则有
气无力地强辩说，那我就是想吃
嘛，我现在就想吃槐花麦饭，说得
亲人们都会心地笑了。随后，家人
分工，父亲负责在医院照看我，母
亲和姐姐则返回家中，给我精心制
作了槐花麦饭。当我半躺在病床上
吃着香喷喷、甜丝丝的槐花麦饭
时，心中顿时涌满了暖暖的亲情。

在此之后多少年过去了，但只
要我看到那素洁淡雅的槐花，闻到
那沁人心脾的槐花清香，就会自然
而然地想起在老家县医院里吃的
那一顿槐花麦饭，那可真是好香好
香啊！ （吴宽宏）

槐花麦饭

尽管我们绛县军工社区不
大，可有不少的老军工在这里养
老。老工友们聚在一起，有关社区
养老是他们的热门话题。

老李头是社区里资格最老的
退休老人，他认准了的理儿是，
“只要是自己有个好身体，想吃啥
就吃啥，想玩啥就玩啥，想到哪就
到哪。不但自己的心情好，而且还
会长寿，更重要的是不给社会和
家人添麻烦。”所以老李头把吃好
喝好锻炼好视为养老之本。

面对两个孩子将要去照顾至
少四个老人的压力，我们社区里
的老人都清楚，去养老院才是最
明智的选择。大伙也都理解，不是
儿女们不孝顺，而是面对方方面
面的压力，让孩子们根本无法来
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像老马头钉
是钉铆是铆说的：“我必须要多攒
点钱，养老还得靠自己呀！”

可刘大姐却满含热泪地对我
讲：“我不需要孩子们的钱和物，
盼望的就是他们经常打个电话问
候一下。假日能回家来吃顿团圆
饭，我就觉得足够幸福了。”

如何才能让越来越多的社区
空巢老人过得幸福呢？大伙热议，
希望国家和社区加大养老投入：
一是多建养老院增加床位；二是
逐渐降低养老院的收费标准；三
是提高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四是
多给老人们提供一些免费的文化
体育活动场所。特别是要全面推
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老人里面
有的是钱花不出去，有的又请不
起保姆，儿女们又不在身边，在这
个节骨眼上，社区志愿者居家养
老服务，就成了他们的大救星。

正如那些腿脚不便的老人们
掏心窝说的：“一听到社区志愿者
亲切的敲门声，我们的眼就亮
了。”一句“爷爷奶奶有事吗？”“我
给您交电费、报销医药费、买粮油
去吧”的帮扶和嘘寒问暖，就让我
们幸福！ （牛润科）

社区里的养老话题

我锻炼喜欢单打独斗，三天打
鱼两天晒网，虽不是天天去公园报
到，但隔三岔五也去健走，时间一
久，也结识了几位晨练钉子户。

刘大妈今年五十九岁，是位拍
照狂，每次在公园遇到我，便拉住
我给她拍照，走着拍，跳着拍，侧脸
拍，时而花前，时而树下，不把她拍
满意了她是不会放我走的。刘大妈
是公园里的吸睛高手，她爱穿花衣
服，盘丸子头，脚踩高跟鞋，一副上
舞台走秀的打扮，但走起路来，虎
虎生风。有一次她在朋友圈晒健
走，说自己围着公园走了十四圈，
一万六千多步。我委婉劝她，锻炼
最好穿运动鞋。刘大妈忙把自己脚
抬起，说，我这鞋跟一点也不高，才

五厘米，而且前面的防水台也足够
两厘米，穿着比平底鞋还舒服。

话说到这里，我也不好再劝，
刘大妈也是知识分子，这点儿常识
不会没有。一次，我和刘大妈在公
园相遇，她还打开她的朋友圈让我
看，说，老头子走后，家里只剩她一
个人了，儿子一家在外地工作，退
休后，她找不到生活的乐趣。现在
好了，有了微信，她喜欢发朋友圈，
认识了一帮老友，有画画的，有跳
舞的，她就喜欢随便走走，但也得
打扮得漂漂亮亮。她个子矮，照出
像来和武大郎有一拼，所以她才选
了这双高跟鞋。

听她这么一说，我倒是不心
疼她的脚了，转而心疼她脚上那

双鞋了。
那天下着雨还见她发朋友圈，

打着伞走了好几圈，问她哪来的劲
头风雨无阻坚持？

刘大妈回答，一天不走，就没
得晒了。人可能就得有点精神寄
托，像我嘴上常年喊要减肥，管不
住嘴，却能管住腿，自己的锻炼自
己说了算。但刘大妈就不同了，她
的朋友圈不知道有多少好友，大家
都在晒孙子，晒画画，晒书法，她则
喜欢晒健走，一天不走就像巧妇锅
里断了米，坐立不安。

朋友圈就像一个大舞台，你方
唱罢我登场，喜欢在朋友圈晒的
人，朋友圈就是其安放心灵的地
方，是他们的诗和远方。（雨 凡）

我的奇葩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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