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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的李宝泉是沧州市利民机械厂的退
休职工。他从小就喜欢打鼓，退休后经常参与
沧州市各个民间艺术团体的演出。

冯萍 摄

父亲的手机“任务”
冬草

我每次去父母家，都能看到我爸几
乎保持着同一种姿态：面前三四部智能
手机一字排开，有的手机在放歌，有的
在播广告……我爸则戴着老花镜，专心
致志地在几部手机上点来点去。我爸
说，他这是在做“任务”。

那些手机有的是弟弟淘汰下来的旧
手机，有的是我爸自己用三四百块钱买
的新手机。要不是我妈持续“告状”，我还
不知道我爸这样看手机几乎到了不眠不
休的程度。吃饭的时候，他总是一手拿筷
子，一手划手机；睡觉也不踏实，凌晨两
三点就起来，说是“任务”还没做完。他几
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这些“任务”具体是什么内容，如何
操作，我不得而知。大概是点击播放平台
推送的一些视频之类的东西，可以获取
一定积分，然后变现。总之，通过做“任
务”，我爸最终能够赚到一些零花钱。为
了提高收益，我爸还曾进入一个网上授
课直播间，里面的年轻“老师”充满激情
地给这些高龄学员们传“经”送“宝”，告
诉“家人们”如何通过玩手机就能“轻松
月入4000元”。我们都劝他不要信，对方
明显是骗子，但他听不进去。后来，在我
们姐弟案例加解析的轮番“轰炸”之下，
我爸心里也犯起了嘀咕，于是直截了当
地在直播间里找“老师”求证，问他说的
那些会不会是骗人的。然后，我爸直接被

“老师”踢出了直播间。
我爸并没有放弃，继续用他一贯的

题海战术来做“任务”，换来每月大概两
三百元的回报。对于这些点灯熬油挣来
的零花钱，我爸的选择是毫不犹豫地花
出去。因此，除了拿手机做“任务”，我爸
同时也把自己练成了一个网购达人，用
他自己的话说，他“没有一天不在网上买
东西”。

也不知是通过什么网购渠道，总之，
我爸买的东西都极为便宜。比如10块钱
的红玛瑙手串、5块钱一大包的卫生纸，
还有给孙子买的各种小玩具等。对我爸
买回来的这些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东
西，我妈秉承着“便宜没好货”的理念，几
乎予以全盘否定。尤其是那些吃的东西，
我妈总怀疑是假的，牛肉不敢吃，五香粉
不敢用，木耳尝了几片就不再举筷，而全

家人几乎都齐刷刷站在我妈这边，对我
爸买的那些食品都敬而远之。对此，我爸
总是愤愤不平地说：“对！我买的东西就
没有一样是好的，有毒！”

我爸也是近两年才入了手机“任
务”的坑。在一次家庭聚会时，姐姐看父

亲的手机从老人机换成了智能机，却不
大会使用，于是对他进行了全面“培
训”，顺手也给他下载了几个可以做“任
务”挣零钱的平台。姐姐的本意是想让
他闲来无事，弄着玩玩，却不想，后来他
深陷其中。

我爸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跟随弟弟
进城定居快10年了，却没交到一个同龄
的朋友，也没什么兴趣爱好，不钓鱼，不
打牌，更不跳广场舞。以前，两个孙子小
的时候，他要帮我妈一起照顾、接送孩子
们，还要全权负责买菜，一天也就忙忙碌
碌地过去了。我爸其实是喜欢买菜的，他
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到一个位于城乡
结合部的菜场去买菜。后来，他被一辆摩
托车撞了一下，摔伤了腿。虽不是非常严
重，但家里人从此不放心他骑车去买菜
了。再后来，因在附近便利店买的菜总是
让我妈不满意，我爸就索性撂挑子不干
了。

我爸还自己种过菜。他在楼顶上置
办了几十个泡沫箱子，愚公移山似的一点
点往上运土，种上辣椒、韭菜、小白菜……
家常的应季蔬菜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浇
水、松土，他每天都要花些时间去打理他
种的菜。后来，因被住在同一栋楼的住户

举报，那几十个泡沫箱子被物业全部清
理了。我爸从此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
手机“任务”里。

我们担心他这样沉迷手机有害健
康，也曾屡屡劝说，但收效甚微。我们甚
至提出每月给他转些零花钱，让他有足
够多的生活费，但被他拒绝了。我爸说，
自己每月1000多元的退休金够了，他做

“任务”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找点事做，
避免空虚无聊。其实，我是有些理解我爸
的，手机布置的“任务”可以帮他打发时
间，更重要的是能让他有所收获。哪怕变
现的零钱再少，也是给他的正向反馈，给
他一种成就感。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
和有的老人执著于从垃圾箱里捡拾纸
箱、塑料瓶差不多吧。

那天，弟弟开玩笑地对我爸说，不
如去做直播，能赚更多的钱。我爸则认
真地回答，做直播要露脸，他不喜欢。

敬老之风
袁家莉

孝子
杨爱鸣

在一个原本充满温情的家庭里，
母亲的离去宛如抽走了家庭的一根顶
梁柱，让整个家陷入了阴霾，父亲更是
被无尽的孤独和哀伤所笼罩。

就在这时，勇敢而有担当的儿子
站了出来。他毫不犹豫地搬进了老父
亲的家，决心用他的爱重新为这个家
注入温暖和希望。

儿子是个十分爱干净的人，他总
是把父亲的衣物和被褥清洗得干干
净净，让父亲能在整洁舒适的环境中
安享晚年。每天清晨，他都会早早起
床，为父亲准备好热气腾腾的早餐，然
后细心地为父亲整理房间。

父亲在年轻时落下了胃口不好的
毛病，这一直是儿子的心头大事。为了
让父亲能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儿子花
费了大量的心思。他会在菜市场精心
挑选新鲜的食材，回到家后便钻进厨
房，仔细研究食谱，尝试着各种烹饪方
法，只为做出一道道适合父亲口味的
菜肴。孙子也会在一旁好奇地观看，偶
尔说：“爸爸，我也要学，以后做给爷爷
吃。”

儿子知道适当运动有益于老年
人的健康，为了让父亲心情愉悦，食
欲旺盛，儿子经常骑着三轮车带着父
亲到处去转。这几年，沧州的变化巨
大，各个新公园他们全都转到了。父
亲心情越来越好，胃口变好了，吃饭
也香了。

每当父亲身体稍有不适，儿子总
是心急如焚。他会立刻放下手中的一
切，带着父亲赶往医院。在医院里，他
忙前忙后，挂号、缴费、取药，一刻也不
停歇。孙子则紧紧拉着爷爷的手，用天
真无邪的眼神给爷爷传递着力量。

即使有时候儿子自己身体也不太
舒服，他也从未有过一丝退缩和抱怨。
儿媳也十分贤惠，在儿子忙碌时，她会
主动承担起照顾父亲和操持家务的责
任。一家人相互扶持，相互关爱，让这
个家重新成为一个让人羡慕的温馨港
湾。

在历史的长河中，敬老之风犹如
一股不息的清流，滋养着华夏儿女的
心田。从《诗经》中的“哀哀父母，生我
劬劳”，到《礼记》所言“凡养老，有虞
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
礼，周人修而兼用之”，敬老爱老始终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穿越时空，
历久弥新。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家喻户
晓的诗句在耳边回荡，让我想起了童

年时家乡的重阳节。那天，村子里充
满浓郁的敬老氛围，家家户户都会蒸
上一锅热腾腾的寿桃，寓意着长辈们
健康长寿。我总是跟在爷爷身后，帮
他一一递送寿桃，感受着那份敬老的
情感。

记得有一次，我随爷爷去拜访村
中的百岁老人。那位老人精神矍铄，
满脸皱纹中透着慈爱。爷爷告诉我，
要行敬老礼，我便恭恭敬敬地鞠了一
躬。老人笑眯眯地摸了摸我的头，那
笑容如同秋日里的阳光，温暖而明
媚。那时，我并不懂得敬老礼的深层
含义，但我知道，那是我们对长辈的
尊重和敬意。

曾经，我独自一人漂泊在外，每逢
重阳节，总会想起远在家乡的亲人。那
一年，我回到故乡，正值重阳。我小心翼
翼地为爷爷泡上一杯菊花茶，那淡淡的
菊香仿佛穿越时空，带我们回到了那个
充满诗意的年代。我轻声吟诵着陶渊明
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爷
爷的眼中闪烁着泪光。我知道，他感受
到了我的孝心。

敬老之风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不忘初心，铭记传统。正如孟郊在《游子
吟》中所写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
晖。”让我们用行动传递敬老之情，感恩
长辈的养育之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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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护理经验，如家的温暖；花普通百姓钱，住星级老年公寓。招收自理、半自理、不自理老人

全国爱心护理工程建设基地
全国敬老文明号沧州市万盛老年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