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
霞

2 0 2 1

年3

月5

日

星
期
五

责
任
编
辑

凌

巍

责
任
校
对

汤

娜

技
术
编
辑

刘
艳
苹

14

新
闻
热
线
：31 5 5 6 7 9

图 阳
话 夕

累了
正月里，街边一位

卖萝卜炸糕的老人，正
忙里偷闲休息一下。

耿玉峰 摄

正月初三，看完电影《你
好，李焕英》，我感慨万千。贾
玲通过穿越的形式，表达了对
母亲的思念之情，且成功地把
母亲哄得高高兴兴。

我的“李焕英”是一位善
良的妈妈。一次，我们去逛街，
看到一对老年夫妇，说自己还
没吃午饭。母亲就从包里拿出
10块钱，让他们去买饭。母亲
说：“这么大年纪的人还出来
讨要，绝对是碰到了难处，‘手
心向上’的滋味不好受。”我
说：“妈，他们不是乞丐，是骗
子！”母亲笑笑说：“即使真是
那样，他们也是精神上的乞
丐。”

我的“李焕英”还乐于助
人。一天，她去倒垃圾，有位正
在垃圾桶里翻东西的老人问

妈妈：“你这个纸箱子给我
吧。”妈妈说：“您要纸箱子，是
有用场吧？”老人点点头。母亲
回到家，就开始把家里盛电饭
锅的、装快递的、装饮料的箱
子腾出来，收集了四五个大纸
箱子送给老人。我不放心，就
跟了出去。不过还好，那只是
一个收废品的老人。

我的“李焕英”喜欢养花。
她在阳台上种了玉树、绿萝、
吊兰、仙人掌、芦荟等。妈妈养
的花不少，但都是观叶的。母
亲说：“花开之后就会凋落，而
观叶植物环保又养眼。”

我的“李焕英”特别希望
被别人需要。二姨的眼睛需
要动手术，母亲去给她办理
住院手续，忙前忙后，比照顾
我们还上心。她好像听见工作

人员问她：“您有两三块钱
吗？”母亲急忙回答：“有。”说
着，就从兜里掏出３张一元的
纸币。她问工作人员：“交三块
还是两块？”工作人员看着母
亲，忍俊不禁地说：“阿姨，是
2000块钱。”母亲耳朵有点背
了，打岔是经常的事。每当说
起这件事，我们就笑她一番。

就在去年，我的“李焕英”
脚崴了，一走路就疼，但她不
说。姐姐看出来了，带她到医
院一查，才发现她把韧带拉伤
了，需要静养。这也是大多数

“李焕英”们共有的毛病——
有病忍着，有事瞒着，就怕给
儿女添麻烦。

我的“李焕英”是一位退
休教师，相比之前的终日忙
碌，她现在轻松了许多，然而，

她并不是无所事事地混日子。
她经常给我们吹上几段葫芦
丝，抖一会儿空竹，还经常写
稿、投稿，还发表了不少呢。她
的退休生活充实、向上且十分
丰富。

亲朋好友都夸奖我的“李
焕英”教女有方。多年来，她一
直鼓励我和姐姐努力向上、自
强自立。姐姐大学毕业后，通
过了考试，光荣地成为沧州市
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我则考
上了研究生，正在攻读硕士学
位。

这就是我的“李焕英”，自
从有了我们，她在“母亲”这个
位置上就没有了“退休”二字。
我愿天下所有的“李焕英”，每
天都生活得惬意、健康、笑口
常开。

阳台上的风景
曹军红

刚搬进新楼房时，我特别高兴。我心
血来潮，买了几盆花，放在阳台上，有杜
鹃、茉莉、小石榴、兰花，还有一盆仙客
来。我每天按时给它们浇水。可是不知怎
么的，时间不长，花就渐渐枯萎了。于是，
我向邻居请教。一位老大爷告诉我，养花
看似简单，其实这里面是有学问的。不同
的花，生长的适宜温度以及所需要的光
和水都是不一样的。听了他的话，我觉
着，养花对于我这样一个外行来说，还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去年春天，我看着阳台上那几个空
着的花盆，心想，既然花养不好，就种点
儿别的什么。可种点儿什么好呢？当时
家里正好有小红辣椒，我就挑了一个大
点儿的花盆，把原来的土换成新土，在
花盆里撒下了几粒小辣椒的籽。过了几
天，我无意中发现嫩芽破土而出。我很
高兴，于是每天给它们浇水，还把鸡蛋
皮捣碎后放进土壤里。小辣椒开始慢慢
长大，且长势很好，翠绿的枝叶非常茂
盛。我每天看到它时，心中都涌起一份
喜悦之情。

到了秋天，这盆小辣椒开出了许许
多多白色的小花朵。慢慢地，花开始凋
谢，长出了许多小辣椒。令我惊喜的是，
它竟然还是朝天椒。从那以后，我每天只
要一有空，就去阳台上看它。辣椒由绿色
渐渐变成了红色，那一个个朝天长着的
小红辣椒，着实让人喜爱。秋天过后，天
气渐渐变冷了，可是小辣椒的叶子仍然
还是翠绿的，而红红的小辣椒和色彩鲜
艳的花朵比起来毫不逊色。

阳台上的这盆小辣椒，不仅让我收
获了果实，还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几分乐
趣。同时，它也是阳台上一道靓丽的风
景。怪不得人们常说，绿色象征着生命，
绿色是希望，是快乐，我们的生活中不能
没有绿色。我觉得在阳台上种小辣椒就
挺好，它生命力顽强，不像有的花那么娇
气，不好摆弄。

春天又来到了，天气渐渐暖和了。今
年，我打算多种两盆小辣椒。

父亲爱玩短视频

“吃不言，睡不语”“不要被
手机绑架”，小时候，父亲总在我
耳边叨咕的话，如今倒了过来，
成为我常对父亲叨咕的话。

过年期间，父亲常常在饭桌
上拿着手机，回复完网友的评
论、留言之后，才满足地重新拿
起筷子。除夕，乘着酒兴，他作了
一首打油诗。还没等我细品完诗
的意思，他竟然已经拍了一段年
夜饭的视频。配上刚做完的打油
诗和一首永远不会出现在我歌
单里的老歌，父亲把它上传到短
视频账号上。接下来，他又开始
了回复评论、等待点赞的循环。
但让我头疼的是，他每点开一次
评论或点赞消息，视频就会自动
播放一次，我的耳朵就要再一次
受到土味配乐的冲击。

“友友”是父亲给他的短视
频账号上 1637 个粉丝的昵称。
每当父亲用他蹩脚的普通话说
出这个肉麻的叠字词时，我就浑
身不自在。

父亲“陷入”短视频平台已
有一年半，这是我从他的账号发
布第一条短视频作品的时间推
算出来的。185则作品，4.2万个
赞，平均每条视频点赞、评论数
不低于 300条，这是他一年半以
来兢兢业业发视频的成果。父亲
说，这些粉丝量已经达到了那个
平台“开橱窗”带货的标准，但他
并不想用这种方式赚钱。

其实，我是那个平台最早的
用户之一，但最初几年，父亲的
粉丝仅有 30多个。因不太喜欢
这种风格，我羞于把账号告诉同
学、同事。

我点开了父亲几个“友友”
的视频账号，发现了他们的作品
有几个共性：对口型唱歌，歌曲
极具年代感，常不带表情地自
拍，配文内容多为抒发人生感
慨，配文和视频关联性低，以及
用了夸张的美颜特效。

我不能想象，曾经半天不干
活儿就不舒服的勤快的父亲，如
今可以戴着老花镜坐在沙发上，
连刷好几个小时手机，仔仔细细
地审阅每一条留言，然后一一回
复，礼尚往来地回赞“友友”们。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现

在，在我眼中有些“不务正业”的
父亲，竟成了亲戚们公认的“红
人”，甚至“红”到了十几公里外
的村子。春节期间，小姨、姨夫、
叔叔、邻居、熟人都对我说，父亲
拍的短视频真有水平。

长辈“弯道超车”

从工作的城市回家乡过春
节，有驾照但不常开车的我，计
划多练练车。这使得我在家乡好
好转了转。曾经的泥土路，变成
了宽敞平整的水泥路或柏油路，
新房子越建越高，振兴中的家乡
更美了。但走进村子一看，却发
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许多
和父亲差不多年纪的人都在刷
着短视频。天气暖和时，他们常
常坐在自家门前，有的对着手机
笑得合不拢嘴，有的跟着视频模
仿拍摄……他们中很多人的手
机，音量都大得震耳。

半年前，70 多岁的姑姑开
始使用智能手机，于是，表哥给
她下载并注册了几款短视频
APP。很难想象，曾经接打固定
电话都不熟练的姑姑，在短短半
年时间里，每日熟练地点赞、分
享短视频。

一两年前，我还常对同学们
感慨地说，老一代人会被以移动
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抛弃。不

成想，他们拐了个弯，一下子就
跑到了前面。奇妙的是，原本有
些凋敝的乡土中国，竟然在“短
视频”里重新复苏。

父亲通过短视频“认识”了
许多喜爱诗词的同龄“友友”，他
们互相品鉴各自的诗文，有时还
会为了某个用词或不同的平仄、
韵脚而争论不休。

短视频平台自带访问通讯
录功能和定位功能。在这两种功
能的帮助下，父亲不仅联系上了
很多年没见的朋友、同学，还找
到了一些只是听说过名字的远
亲。这些中老年群体靠着短视频
拓宽了社交。甚至，父亲还通过
短视频认识了其他村子的一位
寻根、续族谱的“友友”，继而与
更多的同姓宗亲相识，还将自己
了解到的姓氏信息转发给了叔
伯兄弟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续族
谱事宜。

除此之外 别无选择

近几年，我所在的媒体正经
历融媒体转型，从报纸平面向新
媒体融合发展，生产优质短视频
是转型的一项重要内容，经常有
各种视频拍摄、制作培训课程。
没想到在农村的长辈们，却早已
把短视频玩出了新花样。

“中老年人‘刷’短视频比年

轻人还上瘾”，相关研究报告也
透视出了这一现象。一项有关

“银发经济”的报告显示，银发人
群（50岁以上者）在移动设备上
的用户规模目前已超过 1亿，而
观看短视频，则成了中老年人主
要的娱乐方式之一。

在农村，像我一样去外地打
拼的年轻人比比皆是，平时陪伴
父母的也许正是那些短视频平
台的“友友”们。我突然想起，父
亲曾让我将他写的打油诗整理
成文档打印出来，因工作忙，我
迟迟没有执行。和青春期曾经沉
迷于电子游戏的我们不同，父亲
许是因为孤独，才“陷入”短视频
之中。

虽然担心父亲会因为刷短
视频入迷而影响正常生活，或受
到鼓吹伪科学的短视频的影响，
但是我也没能说出“卸载短视频
APP”之类的话，只是吓唬他：看
太多无脑的短视频容易得阿尔
茨海默症。

想想也有些无奈：农村生活
条件好了，但基本没有公共娱乐
设施，县城里的两个电影院，则
连续多年在春节期间处于抢不
上票的状态。这些身体还很健康
的中老年人，除了看视频、发视
频，也确实别无消遣。这是道难
题，不知什么时候可以解开。

据《中国青年报》

“陷入”短视频的父老乡亲

我的“李焕英”
邢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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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五个月，温暖如春天，万盛老年公寓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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