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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是一个普通的数字，并
没有特殊的意义。然而，近几年，它
成了一个贬义词，当说某个人有点

“二”时，它就具有了强烈的感情色
彩。然而，我的邻居张姐却并不忌讳
这个字眼，常说自己有点“二”，并把
自己犯“二”的行为拍下来，发到朋
友圈里。

因为都喜欢唱歌，所以张姐和我
老伴都参加了社区的一个老年合唱
团，她犯“二”的事迹，也就不时地经
由老伴传到我的耳朵里。

虽说现在张姐的歌唱水准大有提
高，但当初确实让人不敢恭维——她
常常跑调，乐感也不行。然而，张姐的
胆子奇大，每当老师让学员上台演
唱时，她总是第一个举手。她不管有
没有跑调，扯着嗓子就引吭高歌，不
仅唱，还要表演。有一次，她自告奋
勇唱《小燕子》，那认真的模样、滑稽
的动作、不太准确的音调，让大家都
忍不住笑了起来。可张姐毫不怯场，
在她看来，这没什么可笑的，她是认
真的。

有关张姐犯“二”的故事还有的
是。去年国庆节期间，我们一帮朋友
相约去爬九仙山，途经大峡谷时，因
为当年的雨量充沛，所以原本高于水
面的溪涧里的石墩子被水淹没了，要
想过溪涧，必须得脱鞋。如果不想脱
鞋，就必须让别人站在溪水里扶着过
去。见此情景，张姐冲在前面，脱了
鞋，一个一个地扶着众人过小溪。谁
料，在过最后一处溪涧时，张姐一个
趔趄没站稳，倒在了没膝的水里。10
月的溪水，已经挺凉了，张姐全身都

湿透了。好在同行的女士中有人带的
衣服多，便找了个僻静处，帮张姐换
了下来。换了衣服的张姐依然谈笑
风生。此景真让我们几位男子汉汗
颜——为什么跳进溪涧扶大家过去
的不是我们呢？

张姐的“二”，其实是一种气度、
一种情怀。她大胆泼辣、侠肝义胆、敢
为人先，这样的“二”，难道不值得我
们学习吗？在这里，我为她点个大大
的赞！

张姐为啥常说自己“二”
孙秀斌

近日，沧州市老年健康协
会举办了“唱时代赞歌，展银霞
风采”联欢会, 协会的7支团队
及个人纷纷登台献艺。老人们
表演了歌曲、舞蹈、诗朗诵等文
艺节目。

魏志广 郭忠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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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岳母住到我家之后，我订的报
纸就成了岳父的精神食粮。尽管岳父眼神
不好，可是他总是喜欢戴上老花镜，把报
纸浏览一番。近年来，他视力越来越差了，
说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白内障切除手术。我
们一想到他的年纪，都怕他在手术中出意
外，就劝他不要去做，进行保守治疗就行。
不过，这样的结果，就是使他不能像以前
那样随意地阅读报纸了。

岳父住在老家时，订过报纸，还剪过
报，我有时也会带些报纸给他看。他对新
闻很感兴趣。一天，在吃晚饭时，岳父提到
了看报的事。我女儿想给她外公读报，但
我不想影响她的学习，就主动地将这个任

务承担了下来。
岳父对我国取得的一些重大成绩的

新闻、一些国际新闻和地方新闻都感兴
趣，我便经常在《人民日报》中找一些相关
的内容。有一次，我在报纸的第五版找了
一篇《屯里生活新滋味》读给他听。他听
了就大发感慨：“改革开放 40多年了，我
们的祖国确实是越来越强大了。可惜我不
能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去八达岭登登长城
了。”我笑着说：“您老好好地保养身体，到
时候，我们陪您和妈一块儿去啊。”在给岳
父读报的时候，岳母有时也在认真地听。
她和岳父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彼此潜移默
化，她也对新闻有些兴趣了。

岳父听力有问题，我在给他读新闻时
声音会比较大。有一次，妻子买菜回来，对
我说，在楼下就能听到我读报的声音。我
女儿也说：“老爸读报就像打雷。”

我想，做一个孝顺的晚辈，不但要在
物质生活上尽量满足长辈，而且要注重精
神层面。既然岳父喜欢听我给他读新闻，
我就每天抽些时间给他读一读，这对他的
生活也是一种调剂。虽然他可以看电视上
的新闻，但是给他读读报纸上的新闻，也
算是我给他晚年的天空中添加了一抹精
神的亮色吧。

公婆的
“爱情密码”

王阿丽

我的公公生性胆小，做事干活
超级慢；婆婆则雷厉风行、豪爽开
朗。公公女性化的性格和婆婆男性
化的性格，恰好互补。

公公有个习惯——晚上睡觉前
会关好所有的门窗，大门锁好后，还
会在门后面放上一把椅子，椅子上
再放上诸如搪瓷脸盆等器皿，说是
掉在地上能发出尖锐响声，把贼吓
跑。

有一天深夜，忽然听到公公的
叫喊声：“抓小偷啊！抓小偷啊！”吓
得我和老公赶紧起床，看到大门锁
得好好的，赶紧推开他们的房门，发
现是公公在说梦话。正准备叫醒公
公时，婆婆又喊了起来：“快抓，小偷
到床旁边了！”我们赶紧摇醒他俩，
安慰着他们：“没事没事，没有小偷，
你们都是在做噩梦呢！”真没想到，
公公婆婆竟然连做梦都做到一起
了。

几年前，公公摔了一跤，整整住
院4个月。在这期间，年近八旬的婆
婆每天白天都寸步不离，总是拉着
公公的手说话。为了解决与公公的
交流障碍，婆婆采用了写字、画画
的方式。问公公想喝什么汤时，婆
婆会在纸板上画一只鸡和一棵青
菜让公公选。当公公在鸡的图案
前颤抖地打上勾时，婆婆乐得像
小孩一样拍起了手。公公住院期
间，婆婆在他面前没流过一滴眼
泪，回到家后才会放声大哭：“为
什么摔伤的不是我？”

公公在摔伤前就有个愿望：
“到我八十大寿那天，全家人聚齐，
好好庆祝一下！”公公疗伤期间，
婆婆每天都会贴着公公的耳朵、
拉着公公的手，“汇报”庆生计划。
几个月后，公公的身体渐渐好转，
办理了出院手续。主治医生说：“这
位老大爷的恢复速度算是个奇迹
了。治疗是一个方面，老太太的爱情
滋润也功不可没啊！”

公公八十大寿那天，随着“祝你
生日快乐”的祝福，公公对着生日蛋
糕许愿，我们全家人一起分享着快
乐。我想：公公婆婆这辈子恐怕从
未将“爱”字说出口，但他们早已
走入对方心中。她的责怪，他懂；
他的喜欢，她知；彼此的愿望，一
起携手去实现！这是公公婆婆相
濡以沫、风雨同舟数十载编译出
的“爱情密码”。

我为岳父读报
苏作成

几十年了，印象中，我好像一直都
在往外发红包。给老人发、给孩子发、给
亲戚朋友发。久而久之，我习以为常，逢
年过节，红包成了我的必备品。

可是，前不久，15岁的外孙女却用
她平时买文具剩余的零花钱，给我发了
一个对她来说算是“数额特别巨大”的
红包！红包的封面赫然写着“我爱您”。

我有些愕然，外孙女解释说：“我考
上了沧州市第一中学，谨以此谢谢姥姥
15年来对我的关爱、教导和照顾！”那一
刻，仰视着高出我半头的外孙女，想起
她的成长历程，我多想再一次抱起她，

举起来啊……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长辈的离去、

孩子们的成长，近几年，我发出去的红
包正在逐年减少，而我收到的红包却在
慢慢变多。比如：侄子、外甥，甚至侄孙
给我拜年时，已经开始给我奉上一个红
包了。

红包，于我而言，无所谓大小，毕竟
我不是靠着它生活的，但它却给我带来
了无尽的快乐。尤其是听着他们递上红
包时，那些暖人肺腑的祝福语，我从头
暖到脚，连心都一起跟着融化了。

这个晚辈说：“您看着我们长大，那

么疼爱我们，现在，我们长大了，挣钱
了，孝敬您是应该的。”那个孩子说：“我
们成长起来了，今后，担当是我们的事
儿，开心是您的事儿。以后，把事儿都交
给我们办，您就踏踏实实地安心养老
吧。”

听着他们的暖心话，我感到十分欣
慰：爱与孝的基因，已经传承下去，正在
第三代的身上发扬光大。

我要牢记孩子的话：“您好好的，健
健康康、快快乐乐地生活，争取年年领
我们的红包！”

发红包
董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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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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