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旦来临喜万重，小康建设奏强声。
嫦娥探月惊寰宇，精准扶贫硕果丰。

新年有感
张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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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彬老人的书法水平如
何？扫描二维码看看详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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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书画根基浅，晚年起步追梦
难。”这是高兴彬老人对自己学习书画的描
述。高兴彬老人生于1931年，是献县段村乡
高家庄人，现居住在沧州市区。离休之后，
他学书法、学绘画、学制作视频，以多种多
样的爱好丰富了自己的晚年生活。

“书法救了我的命”

高兴彬与老伴同年生人，感情很好，
高兴彬还曾被人称为“模范丈夫”。老伴于
2011年 5月因尿毒症去世。当时，高兴彬
也患有糖尿病、脑梗塞、帕金森症及高血
压等六七种疾病。在老伴住院期间，高兴彬
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经常去医院陪床。老
伴出院后，需要在家中做腹部透析，高兴彬
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了她三年多。一位大
夫说：“您把老伴照顾得太好了，她是我见
过的腹部透析者中活得最长的一位。”

老伴去世，高兴彬精神上受到了重大
打击。与金婚伴侣永别，疲劳、病痛和精神
重创像三座大山，把高兴彬压垮了。那段
日子，他卧床不起，不思饮食，体重也下降
了。过了3个月，他下地时，才发现两腿不
能迈步，离不开轮椅了。回忆起那段日子，
高兴彬老人说：“当时我已经失去了生活
自理能力，真是想死的心都有！”

“我见过不止一对老夫妻，一方去世
之后，另一方撑不过三年，就跟着去了。我
能活到现在，是书法救了我的命。”老人
说。当时，孩子们从互联网上看了相关报
道，知道了练书法可以陶冶情操，并有利
于身心健康，就劝高兴彬学学看。

当时高兴彬没什么爱好，就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从学怎样握毛笔开始，在废纸
上瞎写。没想到，他对书法逐渐产生了兴
趣，写出的字越来越好，身体状况也好转
了。孩子们看到了特别高兴，赶忙给他买
来宣纸和新毛笔，鼓励他继续写下去。高
兴彬把精力全部集中在练书法上，竟然忘

了自己的病痛，最终彻底走出了阴影，闯
过了这一关。

如今的高兴彬老人，虽然腿脚不太灵
便，但是仍然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记忆力
也不错。“我现在算是生活半自理吧，并不
需要人贴身照顾。现在，孩子每天早上给
我做好饭，我到该吃午饭时就自己热热
吃。”他说。他还写过一首诗，讲述自己的
书画缘：

自学书画无人教，
闭门造车耍大刀。
幸运闯过鬼门关，
精神焕发心不老。

沧州市书法家协会原会长刘文源是
高兴彬的邻居。他看了高兴彬的书法作品
后说，从原来的零起点达到现在的水平，
对一个老年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2019年3月，现代书画大赛网举办的
第十三届“丹青流韵杯”书画大赛在北京
举行，高兴彬的书法作品《精气神》荣获三

等奖。

用书法作品鼓励晚辈

高兴彬经常把自己创作的书画作品
送给亲戚朋友。他的一个侄孙女在农村生
活，几年前，初中毕业后，准备按照父母的
安排去打工。经过高兴彬的规劝，这个孩
子继续读书了。后来，她考上了中专，成了
一名护士。2020年 8月，高兴彬写了“知
识改变命运”的字样，送给侄孙辈，勉励
家族中的年轻人继续前进。

还有一位已经退休的晚辈，常常打
麻将消磨时间。看到高兴彬老人这么大
岁数了还在追求高雅艺术，受到了感染，
从此不再打麻将了。

策划制作视频

高兴彬老人和他的两个弟弟早已各

有子女，晚辈们分别居住在北京、石家
庄、沧州和献县老家。为了让这个大家族
的人保持来往，互帮互助，高兴彬牵头成
立了高氏家族文明管理委员会，并承担
了主要工作。

2019年，高兴彬老人开始策划制作
《家族亲》视频。从 2019 年下半年开始，
他给整个家族的人一一发微信、打电话，
收集了 100 多张照片，并从中精选了 70
多张。由于想让视频兼具族谱功能，因此
他不但准确地将照片分出了类别，还配
上了相应的说明，以及寓意深远的书画
作品。一切就绪了，他才把材料交给孙
女，让她制作。

如今，《家族亲》视频已经制作完成
了。高兴彬在视频的开头这样说：“这部
影集是我们这个大家族的一部图文并
茂、动静结合的新型族谱，欢迎诸位欣
赏！”配着歌曲《家和万事兴》，一张张不
同时期的照片配上特效依次展示出来，
将美好的亲情传递给了全家族的人。在
视频的筹备、制作和转发的过程中，家族
成员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九旬老人高兴彬——

学习书法绘画 策划制作视频
本报记者 凌巍 摄影报道

徐连增老师并不是我的老
师，但他对孟村回族自治县辛店
镇何吕店村教育的贡献，使我愿
意从心里叫他一声“徐老师”。

1958年 7月，徐连增升入初
一，开始了他难得的初中生活。
那个年代，能上初中就已经算得
上幸运儿了。然而，好景不长，他
的噩梦在初二下学期开始了。

当时，徐连增感觉自己的左
臂、左肩疼痛，且越来越疼，慢慢
演变成了脊柱后凸畸形。同时，
骨刺刺入了椎管，从而压迫了神
经，使他瘫痪在炕上，无法走路
了。其间，家人多次带着他去县

里甚至邻县看病，但在那个年
代，这种怪病医生也不知道是怎
么回事，更治不了。徐连增只得
休学。

即使瘫痪在床，命运未卜，
徐连增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积
极地面对，还学会了拉京胡。也
许是学京胡时经常用脑、用手，
对脊神经形成了良性的刺激，瘫
痪了一年多之后，他的病竟然不
治自愈了。

有了音乐这项专长，1964
年，徐连增成了一名民办音乐教
师。可是，他后来能教初中数学，
就靠他上了一年半的初中吗？当
然不是。

197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在孟村设置了一个教学点，通过
老师和当时绝无仅有的彩色电
视机，对学员进行培训，徐老师
就是其中数学课程的正式学员。
痊愈后的徐老师后背畸形，心脏
受压迫，身体素质不能和正常人
相比，但他学习起来很拼命。他
经常在工作结束后，骑自行车到
8公里之外的县城去学习。因为
急性气管炎，他曾经被迫病休
过，所以没能拿到大专文凭，但
他的数学教学能力却提高了许
多。

徐老师教数学的业务水平，
在学生们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

无上的。学生们遇到高难度的数
学题就找他，他很快就能解决。
即使教数学的同行，也经常向他
请教问题。徐老师还曾带领他的
学生获得了全县数理化比赛的
团体冠军。1972年，徐老师被转
为正式教师。1987年10月，县教
研室数学组长王连治曾专门邀
请徐老师给全县初中数学教师
上数学辅导课，令大家受益匪
浅。

后来，徐老师当了何吕店村
小学的校长。他自己几乎从未得
到过奖状、荣誉证书之类的奖
励。可没有奖状，徐老师就不是
好老师了吗？没有荣誉，徐老师
就不是好校长了吗？正因他不计
较名利，才能潜心教学，保持心
灵的纯净。当了校长，他也只是
认真抓教学，同时积极奔走，为
改善落后的教学环境寻找社会
资金，用来翻新校舍，置办办公
用品，让何吕店村的孩子们有一
个好的学习条件。

真正令徐老师引以为荣的
是他的优秀学生。在教书育人的
道路上，徐老师根本不需要用奖
状和获奖证书来证明。如今，76
岁的徐老师每天与老伴一起读
书、看电视，享受平淡而幸福的
晚年。可敬的徐连增老师，祝他
平安幸福！

可敬的徐老师
刘福玲

我对唱歌产生抵触，主要
是因这些年工作、生活、家庭的
压力。为人妻、为人母的我，上
班忙工作，下班忙家务，忘记了
自己有什么爱好，很多年只为
别人活着。我为老人、为丈夫、
为子女劳碌了一辈子，哪里还
有心思唱歌？甚至在梦里也没
有梦见过唱歌。

近几年，我却发生了改变。
主要是因我所住的小区有一个
老年歌唱队，有退休的声乐老
师教大家唱歌，还有琴师伴奏。
原来小区里只有几个老太太唱
歌，渐渐地，有好多老大爷也加
入了进来，队伍不断壮大。每天
上午 9点半到 11点，大家做完
了家务，就凑到一起唱歌。这段
时间，是老人们最快乐的时间。
一首首老歌，在小区的小广场
上回荡着，大家说说笑笑，一个
个像是小孩子一样开心。

我刚退休的时候，和小区
的邻居们很少接触，认识的人

也很少，每天除了做家务，就是
闷在家里看韩剧。我跟着剧中
的主人公悲痛哭泣，一边看电
视剧，一边对号入座，一生中很
多不愉快的往事也被唤醒了。
往往是电视剧结束了，我还陷
在其中，不能自拔。时间长了，
我变得精神萎靡，觉得自己是
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甚
至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情绪。

跟大家一起唱歌以后，我
精神面貌一新，每天早早干完
家务，便提前跑去唱歌。我觉
得，唱歌对老年人来说，是一种
特别好的健身方法，特别能提
振老年人的精气神儿。一唱歌，
什么烦恼都忘了，甚至忘记了
自己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
好像回到了小时候，想的全是
幸福快乐的事。

俗话说“老要张狂少要
稳”，我们这群老人爱唱歌，可
能有点张狂，但我们越唱越快
活，越唱越健康！

老人爱唱歌
王晶

高兴彬老人在展示自己的绘画作品高兴彬老人在展示自己的绘画作品。。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供暖五个月，温暖如春天，万盛老年公寓欢迎您！
★居住环境优美 ★护理服务细心
★饮食科学营养 ★文化活动丰富 招收自理、不自理老人 常年招聘

护理人员
咨询电话：总部3599799 18230174857 社区分院：8986089 18232718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