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料峭梦寒醒，
疫情突发虐狮城。
白衣战士冲前方，
德被苍生不留名。
万众一心齐抗疫，
何处露头何处平。
疫去康来春意浓，
热血铸就中国梦。

抗疫有感
张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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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岁的我市退休人员韦朝勋老人拿到当

天的《沧州晚报》，马上读起来。
韦殿禄 摄图 阳

话 夕

婆婆的虚荣心
刘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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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的几个姐妹来我家聚餐时，我感觉
婆婆吃饭时的样子有些别扭。仔细一看，才
发现她在用左手吃饭。用了几十年的右手，
怎么突然换了左手？莫不是右手出了什么
毛病？我有些担心，便小声地问她怎么了。
她却装作没听见，还是继续夹菜，还把手伸
得老高。老公朝我使了个眼色，我想了一想，
才明白过来——婆婆用左手吃饭，这是想炫
耀她刚买的金镯子。

果然，不一会儿，有人看见了婆婆的金
镯子，一个劲儿地夸赞镯子漂亮，其他人也
随声附和。婆婆眉开眼笑，说这镯子是孩子
们买给她的。听她这么一说，大家都夸婆婆
有福气。婆婆得意得不得了，干脆放下碗筷，
把衣袖卷起来，伸出手臂来让大家看。婆婆
竟然这样爱炫富，这不是虚荣心作祟吗？

我喜欢喝豆浆，每天早上，都要去外面早
餐店买一杯。见我那么爱喝豆浆，老公说干
脆买一个豆浆机自己打吧。我挑中一款带自
动清洗功能的破壁机，黄豆浆、玉米汁、米糊
天天轮流着做，不用清洗，很省事。婆婆开了
眼界，直夸这破壁机好用。那天，我无意中发
现，每天早上，婆婆都会发个破壁机的照片晒
在微信朋友圈里，配文是“免手洗的破壁机，
解放双手真舒服”等。我见了，心里不太舒服。

跟老公说起这事，老公开导我说，婆婆前
些年在农村生活，公公在外地打工，婆婆一个
人既要做豆腐又要种地，吃了很多苦。现在好
不容易生活好过了，她心里美着呢，想成为别
人羡慕的对象，我们应该多理解她。我想了想
说，那我们偶尔满足一下她的虚荣心吧。

过了一些日子，婆婆的几个姐妹又组织聚
会。这一次，婆婆要我开车送她。我心想，路程也
不是很远，就让她打车去。可她一会儿说“打车
费钱”，一会儿又说“只有坐我们自己家的车，我
才不会晕车”。我想，这是因我刚换了辆新车呀。
我便开车把婆婆送到了目的地，满足一下她的
虚荣心。她的几个姐妹见了，围拢过来，夸我们
家新买的车好看，夸我有孝心。婆婆笑得一脸灿
烂，那神情，简直跟中了大奖似的。

有时间，我会让老公给我多讲讲关于婆
婆的事。我渐渐知道了婆婆的不容易，更加理
解她。我想，善待婆婆，就从满足她的虚荣心开
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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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会使用微信扫码，不会网上购物，不会网上
预约医院……生活中有诸多不便——

绊住老人的二维码
本报记者 杨玉霞

“请扫码付款！”
“请出示健康码！”
“您扫码预约了吗？”
……
近年来，二维码这种“黑白小方

块”已成为通向智能时代的一把“钥
匙”，极大地便利了我们的生活。

对于不少老年人来说，在“智能时
代”遭遇的却是冰火两重天：会用的，
可以通过二维码满足衣食住行一切需
求；不会用或没有智能手机的，生活中
尤其是外出时感到处处受限。

学扫码咋那么难

“不就是扫码吗？我就不信学不
会。”为了乘车去看住在农村的姐姐，
家住我市市区69岁的吴志国开始让儿
子教他使用智能手机。

儿子的手在手机上划拉划拉，二
维码就出来了。吴志国根本没看清，他
让儿子慢点，再慢点。

好不容易看清了步骤，吴志国自
己一操作，又不会了。

儿子教了几遍，吴志国总是忘步
骤。儿子就对他说：“别学了，您要是想
去哪儿，我有时间开车带您去。”见儿
子没耐心教，吴志国就让读小学的孙
子教他，然后把具体步骤一点点写下
来。

终于学会使用手机上的扫码功
能了，吴志国高兴地给姐姐打电话，说
要去看她。

乘市内公交车的话，吴志国刷老
年卡就行，但他想试试自己的“学习成
果”，就想扫码上车。没想到，一见停到
眼前的公交车，他一紧张就忘了怎么
扫码了。他越着急，程序就越打不开。
还是公交车司机帮忙，吴志国才把健
康码扫出来。

造成矛盾的二维码

一个小小的二维码，一部智能手
机，难住了许多老年人。

“闺女，能给现金吗？收钱的二维
码是孩子的，省得他取出来再给我。”

“我得看看你是不是真付钱了。二
维码在孩子的手机上，我不知道你给
了钱没有。”

……
一些市民告诉记者，他们在小摊

上买菜的时候，经常会有卖菜的老人
这样对他们说。

市民王金祥在我市运河区居住。
他平时闲不住，就种了一些菜，自己吃
不完就会拿到附近的集上去卖。只因

他没有收款二维码，很多没带现金的
顾客没法买他的菜。后来，儿子给他打
印了一张收款二维码，可王金祥根本
不知道自己卖了多少钱，一点成就感
也没有。

后来，王金祥的闺女知道哥哥没
有及时把老人卖菜的钱取出来，就念
叨了几句。结果，两个孩子还因为这事
闹起了矛盾。

看孩子脸色的父母

不会发红包、不会用手机预约、
不会移动支付、找不到手机里的“手
电筒”……对于年轻人来说轻而易举
的事情，对于一些老人来说却格外困
难。

有老人感叹：“现在不愁吃穿，竟
然愁怎么用智能手机了。”

沧州市区居民陈振国患有多种慢
性病。70岁的他为了学会网络预约挂
号，可没少和儿女生气。

孩子们教一遍，他学不会；再教一
遍，好不容易学会了，一会儿又忘了。
再问，人家干脆说有事，不教了。

“知道孩子们忙，不愿意耽搁他们
的时间。”陈振国说，“我自己身体还
好，自己去医院看医生、拿药都没有问
题。只要学会了网上预约、线下扫码，
我就不需要人陪。没想到，一个智能手
机就把我难住了。”

张玉华是我市的一名保洁人员，
工作之余，喜欢刷抖音打发时间。

“我经常看别人拍的视频，感觉挺
有意思，但不知道怎么操作。”张玉华说。
为了学习发抖音，她缠着女儿学了好几
次，可是刚学会一会儿就又忘了。简单的
步骤每天重复很多次，女儿慢慢有些不
耐烦，张玉华见状，只好放弃了。

“像‘集美’‘凡尔赛’之类的词儿，
我经常刷到，但也不懂这些是啥意思。
这个时代是年轻人的舞台，我们快要

被这个时代淘汰了。”张玉华说。
遇到类似难题的不止张玉华一

个。
81岁高龄的我市市民张先生为了

和在外地工作的孩子视频聊天，舍弃
了用了多年的老年机，开始用智能手
机。

“平时，我用得最多的就是微信，
但我视力不太好，没办法打字，只能发
语音。智能手机的其他功能，只能等孩
子们下班以后教我用。有时候，他们下
班也挺晚的，我不好意思一直麻烦孩
子们。有时候，孩子们教了好几遍，我
还是记不住，感觉自己成了个累赘。”
老人说。

多些便利给老人

为了适应这个社会，为了和孩子
拉近距离，有很多老人在努力学习，尽
力适应。因为他们年纪大，记忆力也不
好，再加上花眼看屏幕困难，所以使用
智能手机很费劲。

令人欣慰的是，记者在走访车站、
医院、银行、商场和超市等过程中看
到，各方在大力推进网络预约、扫码验
证等各种智能化功能的同时，没有忘
记为那些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甚至没有
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提供便利。

例如，老年人乘公交车，可以用刷
老年卡、提供身份信息等方法代替扫
码乘车。沧州市老年大学和一些街道
办事处专门为老人设立了智能手机学
习班。

80岁的赵华堂一直爱好摄影，但
他不会把照片通过电脑或手机发送出
去。给谁送照片，他都要乘公交车专门
给人家送去。“我每天都争取向年轻人
学习新技能，可是因身体上的原因，实
在学不好。”赵华堂说，“希望孩子教父
母学习新技能的时候，多些耐心，善待
老人就是善待未来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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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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