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丘市石门桥镇张村的老人李大玉，是位上世纪 40
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她经常给她的女儿、“沧
州好人”蒋淑华讲述她当年亲历的革命故事。

魏志广 赵华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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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屋，从门口向里看，会让
人觉得有些凌乱，但对我说来，屋内
的许多物件和摆设都是有用、有序
的。

小屋里，日常物品基本齐全，
对我这样一位患有腰间盘突出症
且行动缓慢的老年人来说，即使遇
到应急情况，也不用麻烦他人前来
帮忙。如晚上突然停电，我也能轻
而易举地摸到手电筒、手机等必需
品。

此屋面积有 20 平方米左右。
一张大床，放在阳台边，我读书、写
字或做零活之后，随时都可以在床
上休息。书籍、报刊整齐地摆放在
床的靠墙一侧，占了床上的三分之
一面积。这些东西是我的宝贝，躺
在床上，想读书、看报，信手拈来，
遇到不理解和不认识的生僻字、
词，随手拿起词典即可。《四角号
码新词典》《学生字典》《古汉语
常用字字典》等工具书，是我的
随身“老师”，从上学到工作，再
到退休，我走到哪里，就把它们
带到哪里。

在床头一侧，放着一个床头柜，
上面放着台灯、水杯和常用药品，用
起来很方便。床尾旁，是书柜和写字
台，书籍、笔墨和纸张常年摆放在那
里。和床铺上的书本一样，这些东西
有时来不及收拾，显得很不整齐，但
我就喜欢这种“热闹”。

房间的另一侧，靠近窗台，是电
脑的地盘。前些年，电脑功劳不小，
我戴上老花镜，在电脑上敲打各种
文章，包括工作总结、地方志，还有
散文、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总计
打了数万字。现在有了智能手机，电
脑虽不常用了，但我还是喜欢这台
曾为我服务多年的电脑，有时，还会
打开看看。

小屋是我休息和起居的专属空
间，被我充分利用了。

我的小屋
昝秀昌

街心公园里的老人
刘发

父亲曾是一位军人。自从
入伍时穿上军装，直到退伍后
很多年，几乎就没变过。无论
是去单位上班，还是上街购
物、散步。他还常饱含深情地
伸出手来，仔细地抻平军装
上的每一道细小的褶皱。

父亲年轻时，主动参
军去了部队。服役 10年后，
一回到家乡，他就把两套
军装熨烫好，替换着穿，每
天都穿着。很多年之后，上
了年纪的父亲，时尚的新
衣也有，却不常穿，而是经
常把这两套已经很旧了的
军装穿在身上，走起路来
还像个利落的年轻人，虎
虎生风。

那年，父亲光荣入伍，
当了一名基建工程兵。父亲
所在的连队，受命在西部边
陲开凿隧道，准备修一条贯
通祖国南北的路。这条路对
西部意义重大，有了这条
路，边疆的百姓就能走出闭
塞的深山。父亲走进大山
时，部队没有大型机械，用
的就是钢钎、铁锹等。

父亲作为一个老兵，始
终没忘记为社区居民多做点
事。父亲有一大摞日记簿，每
本日记簿上都写满了密密
麻麻的“社区民情”，上面记
着谁家的经济出现了困难；
谁家孩子自己在家，没人给
做饭；哪位空巢老人需要有

人贴身照顾；哪位残疾人的
轮椅坏了，需要修理……

父亲还经常给老年人
送纸条，上面写的是他从
网上或权威报刊上找到的
一些养生小常识，比如“哪
些老人不宜喝豆浆”“长寿
老 人 睡 觉 前 的 几 个 好 习
惯”等。时间久了，这些老
年人不用出门、不用上网，
就掌握了很多养生保健知
识。

那天，我们家拍了一张全
家福，照片上面容和善的父亲
穿的，正是他的旧军装。军装
虽褪了颜色，我们却明白：父
亲现在仍把自己当作一位军
人。

每天晨练时，我都要经过那座小
小的街心公园。那里的亭阁、喷泉、雕
塑、花草树木，为城市增添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每 次 经 过 那 里 ，我 都 会 看 见
他—— 一 位略微有些秃顶的老人。

有 时 ，他 在 细 心 地 捡 拾 烟 蒂 、
纸屑等杂物；有时，他在小心翼翼
地扶起因被人们践踏而倒地的灌
木；有时，他吃力地将被人移开的
石 凳 搬 回 原 位 …… 起 初 ，我 并 没
特别关注他，认为他可能是一位清
洁工或园林工人。

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晨，当我

经过这里时，看见那位老人裹着塑料
雨衣，佝偻着身子，手抵着胸口，伏在
栏杆上。苍白的脸因痛苦而变了形，稀
疏的白发被晨风和细雨吹得零乱不
堪。

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怜悯和同情，停
下来关切地问：“老人家，您怎么了？”

“没事，就是有点儿胃疼。”
“要不要叫辆车，送您去医院？”
“不用啦，是老毛病，过一会儿就

好。”
“您老贵姓？今年多大年纪了？”
“姓王，72岁。”
“您 这 么 大 年 纪 了 ，何 必 还 这

样 辛 苦 ？天 天 这 样 干 ，能 挣 多 少
钱？”

他抬起头看看我，顿了一下，语
气平淡地说：“政府建了这个街心
公园，为市民提供了活动和休息的
场所。可是，有人就是不珍惜，任意
糟蹋，真叫人心疼。我老了，也做不
了什么大事，就来这儿清扫一下，
整理整理吧，顺便劝劝那些环保意
识差的人。”

“您是义务工作？”
“不仅是义务，还是责任。”
对眼前的老人，我不禁肃然起

敬。
秋天来了，街心公园里仍然每天

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有一天，我晨练路过时，他突然叫

住我：“小伙子，我想请人做两个牌子，
牌子上要写的字，我琢磨了一两个月
了，但老是不知合不合适。你给参谋参
谋行不行？”说着，他将一张纸片递给
了我。

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您除了
带走好心情，其他什么也别带走。

真是绝妙的警示词！我连声赞叹。
他也马上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拍着手
说：“那我就请人赶快把它写在牌子上，
把牌子立起来！”

第二天，我也来到街心公园里，
与他一起忙碌起来。

如何预防
老人噎食

73 岁的张大爷有高血压和冠心病史，
且平时吃饭时喜欢一边吃，一边看电视。前
几天，他手里端着碗，看戏曲看得入神，碗
突然掉在地上，嘴里的米饭也没完全嚼碎
就咽了下去，一下子噎着了，连话都说不出
来了。

儿女们见此情景，立即将他送到医院
的急诊科。幸好抢救及时，最终转危为安。

医 生 询 问 病 史 后 得 知 ，原 来 张 大 爷
经常发生噎食现象，但他自己根本毫不
在意，只是喝一口水或活动一下，然后就
不再关注了。这次，在医生的劝阻下，他
进行了相关检查，没想到被查出反流性
食管炎，都是他平时吃饭不专心惹的祸。

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胃食管外科主
任医师、教授吴继敏说，张大爷这种情况，
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在此，吴继敏提醒老
年人，在吃饭的时候如果经常出现噎食，
就应该考虑食道是否发生了病变，建议尽
早去医院做一下食道内镜检查，排除一下
食道炎或胃食管反流病的可能。

除此之外，老年人出现噎食现象还有以
下原因——

首先，老年人由于牙齿松动脱落，以及嚼
肌功能下降，因此造成咀嚼功能不良，是噎食
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老年人吞咽软骨的活动不如以
往灵敏，加上脑血管病变等原因，容易造
成吞咽动作不协调，也容易导致食物落入
气管。

另 外 ，胃 酸 分 泌 过 多 、咽 喉 部 黏 膜
萎 缩 、脑 血 管 病 等 因 素 ，也 可 能 造 成 噎
食。

老年人吃饭的时候，最好在餐桌上准备
一杯温水，一旦噎着，赶紧喝口水。喝水这
事，旁人不要帮忙，让他自己喝才是最安全
的，因为自己才能准确掌握喝水的量、动作
和速度。

老年人要预防噎食，日常生活中应注意
5个要点：

1.宜适当多吃软烂的食物，以黏稠、半流
质的为宜，如面条、鸡蛋羹、粥类等，少吃带骨
头的肉类、坚果及辛辣刺激性食物。

2.吃东西时，要少说话，更不能大声说笑
或看电视、手机，以免分心。

3.进食肉皮冻、果冻或年糕等黏糯的食
物时，一定要小口小口地分着吃，仔细咀嚼后
再吞下，避免一次吃一大口。

4.吃带骨头的和块头过大的食物时，一
定不要太心急，要一口一口慢慢吃。

5.低头时，气管开口较小，因此进食时尽
量半低头。

据《北京青年报》

父亲的旧军装
董国宾

资料片资料片

爷爷侍弄了一辈子的庄稼，总喜欢琢
磨带点科技含量的东西。

爷爷的手黝黑、瘦小，无比灵活。他
精通嫁接，谁家有品种不好的桃树、杏
树，都请爷爷去嫁接，都是当年见效。除
了果树，他还喜欢给瓜苗嫁接，可以让南
瓜苗上结西瓜。有一年，屋后有几棵野葫
芦苗，爷爷一时兴起，把南瓜苗嫁接了上
去，结果当年真的结出了南瓜！葫芦藤上
结南瓜，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连连称
奇。

爷爷爱搞“黑科技”，总爱四处转着侍
弄植物，连奶奶种的花也不放过。从山上挖回
来的野蔷薇，被爷爷一番改造，竟在同一株上
开出了三种颜色的花。他还把小院打理得
像专业园艺师侍弄的花圃一样漂亮。

爷爷的多种“黑科技”，都满含着对劳
动的热爱。

“黑科技”
赵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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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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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市万盛老年公寓（沧州市民政事业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