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是福
曹军红

赵师傅是我们小区的保洁员，今年 60
多岁，身体特别硬朗。赵师傅对工作尽职尽
责，无论酷暑严寒、刮风下雨，他都把小区里
打扫得干干净净，邻居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
他。

有人问他：“为什么您身体这么好啊？长年
也不生病。”他说：“其实前几年，我也病了一
场。我老伴去世后，我的一双儿女都在沧州市
区工作，他们不愿意让我一个人在农村待着，
就把我接到城里来。儿子说，我什么都不用干，
就每天吃完饭去公园里转一转，和老人们一起
打打扑克、下下象棋就行。可是，这样过了一段
时间，我觉得身体大不如以前了，胃口不好，腰
酸腿疼，浑身哪儿都不舒服。”赵师傅接着说，
儿子领他去医院检查了一番，医生说没什么大
碍。赵师傅对儿子说：“我这就是闲出来的病。
你要是给我找个事儿干，这病一定会好。不然，
我还是回老家去吧，去种那二亩地。”正好小区
里招保洁员，于是赵师傅就干上了这个工作。
赵师傅说，自从他开始当保洁员，心里就觉得
敞亮多了。可不是嘛，一个从小劳动惯了的人，
老是闲着，能不闲出病来吗？有个事儿干，心里
就高兴，能劳动就是福分啊！

有了这份工作，赵师傅就有了一份收入。
虽然儿女们不指着他这点钱，但是每到春节，
他给孙辈们发压岁钱，孩子们都挺开心的，他
也觉得特别高兴。

79岁的李志江是一位退休教师，家住泊头市文庙
镇文庙村。他爱好乐器，每周日下午都在自己家里和
戏曲爱好者一起吹拉弹唱。

毛长林 摄
图 阳

话 夕

近期，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代理退保”“以房养老”“投资理
财”等方式诈骗消费者，尤其令
老年人防不胜防，严重侵害了老
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国银保
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近日发
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老年消费
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养老
诈骗陷阱。

案例一：“代理退保”陷阱 不
法分子非法获取保单信息后，通
过诋毁保险产品、承诺更高收益
等手段，鼓动老年人退保并购买
所谓“高收益”理财产品。待老年
人陷入圈套后，不法分子不仅收
取高额“代理维权”手续费，还侵
占老年人的退保资金。

案例二：“以房养老”陷阱 不
法分子打着“以房养老”的旗号，
诱骗老年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

“理财产品”，并承诺给付高额利
息，实际上是以老年人房产办理

抵押借款，获取资金后挪作他用
甚至挥霍。一旦资金链断裂，老年
人不仅无法收回本金、获得收益，
还将面临房产被强制拍卖的风
险。

案例三：“投资理财”陷阱 不
法分子打着“国家扶持”“政策补
贴”的旗号，通过虚构投资理财项
目或夸大投资收益，以“低风险、
高回报”为噱头进行诈骗。不法分

子先鼓动老年人“小额投资”，然
后按时“高额返利”，从而诱骗老
年人追加投资金额。一旦收到大
额资金，不法分子便卷款跑路。

针对以上骗取老年人养老
钱的三类陷阱，银保监会消费者
权益保护局提示老年消费者：

首先，不信偏门，不贪小利，
提高警惕防诈骗。一方面不信偏
门，办理各类金融业务一定要通
过正规机构和渠道；另一方面，不
贪小利，谨记“天上不会掉馅饼”
的道理。还要多了解金融常识，从
正规渠道了解金融产品和办理流
程，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

其次，不要被“保本高息”
“保证收益”等说辞迷惑。正规的
“以房养老”是国家施行的“老年
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具
体来说，就是拥有房屋完全合法
产权的老年人将房产抵押给保
险公司，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

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保险公
司）同意的处置权，并按照约定
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老年
人身故后，保险公司将获得抵押
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将优先用
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

不法分子宣称的“以房养
老”只是借国家政策之名，行诈
骗钱财之实。老年人要从正规途
径了解“以房养老”政策，千万不
要被“保本高息”“保证收益”等
说辞迷惑，落入陷阱。

另外，投资理财要选择正规
机构和渠道。老年人要增强理性
投资理财观念，谨记“投资有风
险”，警惕各类标榜“低风险、高
回报”的投资理财项目，切勿受

“高收益”诱惑冲动投资。投资理
财要选择正规机构和渠道，并对
投资项目多方查证，谨慎对待。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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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退保”“以房养老”“投资理财”中暗藏猫腻

老年人如何防范三类养老诈骗陷阱

那天，去菜市场买菜，见有新采的苣
荬菜上市。上前询价，得知 5元一两。想
了想，买了二两。

回家后，边吃苣荬菜蘸酱，边向窗外
张望。思绪就像风儿一样，越过鳞次栉比
的建筑群，飞回故乡的原野：家乡的野
草、野菜该郁郁葱葱了吧！就这样遐想
着，眼前即有绿油油的一片。野草、野菜
在河沿旁、沟渠边、田埂上长得那样肆无
忌惮，那样胆大妄为，棵棵都顽强、倔犟，
丛丛都生机勃发。

我们这代人十多岁的时候，全家人
天天都能吃饱肚子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平常买个油盐酱醋，过年时添双鞋，做件
新衣裳，这些钱从哪里来？要养鸡、养猪、
喂兔子、饲大鹅，养大后卖了它们，才有
钱花。有了这些家禽、家畜，就要天天下
地挖野菜、拔野草。

我们虽正在上学，但从春末夏初开
始，每天放学后，小伙伴们便会不约而同
地背筐提篮，朝村外大洼奔去。有的还会
拿着半个抹了大酱的饼子，边走边吃。到
了目的地后，大家再分散开，各自寻找目
标。不论是眼疾手快的，还是手脚慢一些
的，小伙伴们个个都耐心寻找着，用力挖
呀拔呀，以求早点把筐和篮子装满。

春夏季节，正是野草、野菜生长的旺
季，但也是气温高、爱出汗的时候。我们
忙不了多久，就会口渴难耐。这时，不知
谁先直起身来，到沟边掐一片硕大的蓖
麻叶，擗下麻秆上长长的外皮，一段段接
起来，做成绳子，再把麻叶折成篓状，找
个土井去取水。每个人“咕咚咕咚”灌上
几篓，嘴一抹，又去拔草、挖菜。就这样猛
喝生水，从没听说哪位小伙伴因此闹肚
子，至今想来还很是不解。

拔回来的草分别投喂给猪呀、羊
呀、鹅呀，让它们撒着欢儿吃。而挖回来
的菜，大人则要再选一遍，像是荠菜、马
齿苋、苣荬菜等，仔细洗净后，或凉拌，
或做汤，或贴菜饼子，全家人既换了口
味，又省下了粮食……

直到把最后一棵苣荬菜放进嘴里，
我的思绪依然在放飞：当年曾和我一起
挖菜、拔草的小伙伴们，你们现在还好
吗？是否也会常想起家乡的一草一木，想
起那些难忘的时光？何日再相聚，携手游
大洼？

拔草挖菜
冯毅

资料片资料片

母亲“做饭”
钱永广

那天，我正在忙工作，突然接到大哥
的电话。他急切地说：“妈在家门口锯柴，
不小心一脚踩翻板凳，摔倒了，摔得很
重。你快联系医院，我把她接进城里来看
病。”

闻听此讯，我立即夺门而出，飞身赶
往医院。

等我们好不容易把母亲抬上担架，
做完检查，再抬进住院楼病房时，已是下
午一点。我问她为何锯柴，她懊悔地说：

“我想锯些柴，等你们放假回家，用柴火
灶做饭给你们吃。”

“家里不是有煤气灶吗？”我叹着
气。

母亲手术结束后，姐姐和我一起安
静地坐在病床边。我轻轻地握着母亲的
手，希望能给她一丝温暖和力量。

不知什么时候，我感觉到母亲的手
臂颤动了一下。应该是麻醉后，母亲在慢

慢苏醒。接着，母亲开始大幅度地摆动手
臂，一会儿抬起左手，伸向空中，像是要
抓住什么，一会儿又举起右手，抓起被
单，还使劲揉搓着。母亲在病床上重复这
些动作时，嘴中还喃喃自语，说着“我要
锯柴，我要做饭”。

母亲病成这样，我的心提到了嗓子
眼。我问床边的姐姐：“要不要叫医生？
妈会不会有危险？”姐姐却说：“这是麻
醉后的正常反应，不必紧张。你看，妈的
手一会儿抓被单，还使劲揉搓，她是在

‘洗菜’；一会儿把手伸向空中，是在‘挥
舞锅铲’，她是在‘做饭’呢。”

母亲在“做饭”？我惊愕了。当我再
看母亲双手的动作时，我悬着的心渐渐
舒展开来。我多么熟悉母亲的这些动作
呀。每次我们放假，她都要忙里忙外，张
罗一桌好饭菜，等我们回家吃。现在，即
使母亲病了，也不忘要做好饭菜，等孩

子们回家。只是母亲做的已不再是饭，
她用自己的生命，让我懂得了什么叫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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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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