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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沧州
市运河区御景
狮城小区的霍
忠峰，今年 88
岁，他坚持锻
炼 有 30 多 年
了，身体健康，
精神矍铄。

韦殿禄 摄

爷爷奶奶的爱情
子安

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一生勤劳朴实，话不多，但每一
句话都像是岁月沉淀的金子，沉
甸甸的。他的背影总是在日出之
前消失在麦田里，直到日落后才
显现。对爷爷而言，奶奶就是那
个永远站在村口等候的女人，无
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她
的身影总是坚定地站在那里，眼
中满是对爷爷归来的期盼。奶奶
总能用一双巧手，将简陋的小屋
布置得温馨而充满爱意。这个家
是爷爷眼里最温暖的灯塔，无论

外面世界如何喧嚣，奶奶的笑声
都能瞬间驱散爷爷所有的疲惫。

他们的爱情故事没有惊天
动地的誓言，只有生活中点点滴
滴的陪伴。就像那些年，爷爷每
次从田里回来，总能看见奶奶为
他准备的热气腾腾的饭菜，以及
她温柔的笑容。他们彼此之间无
需多言，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便
足以让对方感受到满满的爱意。

奶奶告诉我，年轻时，爷爷
曾经为了给她摘下一枝桃花，不
慎扭伤了腿。那时的医疗条件并

不好，爷爷只字不提自己的痛
苦。从那以后，奶奶便更加坚定
地要与爷爷共同走过余生，无论
贫穷还是疾病。

岁月悠悠，他们一起经历了
生活的起起落落，面对困难时相
互扶持，从不轻言放弃。在那个
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学会了用
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的幸福。一
顿简单的家常便饭，在他们眼中
就是人间美味；一件补丁摞补丁
的衣服，穿在身上却倍感温暖。
他们教会我们，幸福不是拥有多

少，而是珍惜眼前人，感恩生活
中的每一分拥有。

在那间小小的屋子里，他们
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将这
份简朴而真挚的爱传递给了每
一个后代。即使到了白发苍苍的
年纪，爷爷依然会在每个春天为
奶奶摘第一朵盛开的花儿，而奶
奶则会在每个冬天为爷爷织一
件温暖的毛衣。

随着时间的流逝，爷爷奶奶
的头发渐渐斑白，但他们之间的
爱情却愈发醇厚。爷爷的背慢慢

弯了，走起路来不再那么稳健，
但每次出门散步，他依然坚持牵
着奶奶的手。奶奶的记忆力大不
如前，却总记得每天清晨为爷爷
泡一壶他最爱的绿茶，香气四
溢，暖人心脾。

如今，当我再次踏上那片熟
悉的土地，爷爷奶奶已经不在，
但他们种下的果树依然繁茂，他
们的故事依然在村里人口中传
颂。每当春风拂过，满树的花朵
仿佛又在诉说着他们的爱情，那
样纯粹，那样动人。

听力损失影响日常生活和社交

1.2亿老年人陷入交流“孤岛”
“上了年纪，耳朵也老了，跟

人聊天总闹笑话。我索性不出门
了。”近日，74 岁的北京市民杨
老太在一次听力测试活动上对
听力师讲述了自己的困扰。重度
听力损失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
日常生活和社交，也让她的心情
一度十分低落。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和《中
国听力健康现状及发展趋势》报
告测算，我国约有1.2亿老年人患
有听力障碍或听力受损，群体数
量巨大。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
剧，老年人的听力健康问题愈发
凸显。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手段，
避免老年人陷入交流“孤岛”？

听力衰退，老年人
陷入“无声”困境

听力下降是隐藏在老年群
体中的一个普遍现象。随着年纪
增长，耳朵像被蒙上了一层布，
听不见、听不清时刻困扰老年人
的生活。岁末年初，走亲访友增
多，阖家团圆的热闹氛围里，老
人的世界可能悄然被“按下了静
音键”。

北京听力协会专家委员、北
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听力学
专家张建一介绍，老年人听力下
降人数占比较大，具有普遍性。
65 岁—75 岁的老年人当中，听
力损失发病率大于25%。到了75
岁以上，听力损失的发病率会大

幅上升，通常大于60%。
“随着年龄增加，听觉系统

会发生退化，内耳中的听毛细胞
会逐渐减少或受损，这是导致老
年性耳聋的主要原因之一。”张
建一说，高频听毛细胞的减少对
听觉清晰度影响非常大，“听得
见但听不清”是老年听力损失的
主要特点。

听力下降给老年人的生活
带来许多不便，对危险信号的感
知和方位判断也会出现问题。

“走在路上有车按喇叭，我想叫
老伴儿往边上走走，他却听不
见，非常影响安全。”63 岁的北
京市民柳老太说，“其实老人自
己也很苦恼，他想和人交流，但
却听不见，社交时多少也会受到
排挤。”

耳朵“不灵光”“偷
走”老人社交圈

听力衰退在老年人生活中
的影响远超言语交流本身。耳朵

“不灵光”，在社交场合中听不清
别人说话，老年人难以参与沟
通，容易感到被孤立。久而久之，
就会产生强烈的孤独、焦虑、抑
郁等不良情绪，甚至给家庭的生
活质量和成员关系带来微妙变
化。

65 岁的北京市民金老太
说：“听力不好，甚至连子女都不
愿意跟老人交流了。说话声音大

了，子女觉得老人凶；声音小了，
又听不见。”

北京听力协会与天猫健康

联合发布的《中国老年人听力损
失现状与助听器应用调研》显
示，24%的老年听力损失患者有
不同程度的心理或精神异常；在
伴有轻、中、重度听力损失的老
年人中，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率分
别是听力正常老年人的 2倍、3
倍和5倍。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于建伟说：“老年人听力
健康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积
极开展预防科普，引导他们采取
科学有效的措施进行干预和治
疗，缓解因听力损失而引发的社
交障碍和心理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听力健康是
保障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

参与的重要基础。维护老年听力
健康，能预防和减缓老年听力损
失的发生，降低老年痴呆、焦虑

抑郁和跌倒等风险。

保护听力要尽早筛
查、尽早干预

记者了解到，老年人听力损
失目前常见的干预手段主要是佩
戴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对于中度
及以上老年性听力损失患者，主
流的干预方案是验配助听器。《中
国老年人听力损失现状与助听器
应用调研》显示，我国助听器佩戴
率不到5%，远低于发达国家。

北 京 听 力 协 会 会 长 万 敏
说：“听力损失虽是一个不可逆
的过程，但及时、有效的干预能
够大幅减缓危害和影响。当老人
出现听力下降的迹象时，应当遵

循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的原
则，及时选择合适的干预手段。”

2024年 6月，《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老年听力
健康促进行动（2024 年—2027
年）的 通 知》指 出 ，将 于 2024
年—2027年在全国组织开展老
年听力健康促进行动，开展老年
听力筛查与干预。对筛查结果为
中度及以上听力损失的老年人，
建议其及时到专业机构就诊，通
过药物治疗、听觉辅助技术、听
觉康复训练等方式改善听觉功
能，延缓听力损失的进展。

专家提示，老年人看电视、
听广播的时候，音量不要太大，
过大的声音刺激容易诱发噪声
性耳聋。要规律作息，保持充足
的睡眠，不要过度情绪化，大喜、
大怒也容易诱发突发性耳聋。如
果发现老人总是打岔、嗓门变
大、电视声音开得很大等现象，
就要带老人及时就医。“不论是
哪种听力损失，一经确定，都要
进行干预。”张建一说。

受访专家表示，新的一年，
要紧扣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

《老年听力健康核心信息》，积极
推动实施老年听力健康促进行
动，重点是倡导老年人远离噪声
环境，科学使用耳机，注意耳部
卫生，合理使用药物，定期检测
听力，及时看病就医，尽早助听
干预等。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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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烩菜
谢立英

从小到大，我最爱吃母亲
做的大烩菜。

在我们家乡，大烩菜属于
美味大餐，平时很少吃，只有红
白事或者是逢年过节时才能吃
上一顿。故乡的大烩菜主要有4
种原料：白菜、豆腐、粉条、猪
肉，缺一不可。佐料有葱、姜、
蒜、八角、花椒，当然也少不了
油盐酱醋。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父
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下地忙完
了，回来还得给我们兄妹三人
做饭。平日里都是很简单的
饭，如果能吃上一顿大烩菜，
那简直就高兴死了。确切地
说，那时的大烩菜不能叫大烩
菜，因为几乎就是清水煮白
菜，油少、盐少、配料少，更别
说肉了，清清淡淡，绝对适合
现在的“三高”人群。当时，就
是这少盐没味的烩菜，对我们

来说也是美食。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爱做

大烩菜，最主要的是它可以搭
配各种主食。这道菜内容丰富，
有汤有菜，既可以搭配米饭，也
可以搭配各种面食。它应该是
一个时代的产物——那时候，
父亲的收入有限，母亲必须精
打细算、勤俭持家，才能让家人
免于挨饿。

后来，家里日子逐渐好起
来了，大烩菜中的食材越来越
丰富，也越来越美味了。除了那
4种必不可少的原料，又添加了
肉丸子、腐竹、海带、蘑菇等。母
亲做大烩菜时，先把白菜和豆
腐切成小方块，粉条泡好捞出
来，再将锅烧热，放上油，佐料
先下锅扒拉两下，再将切好的
五花肉倒进去，翻炒几下，然后
将白菜、豆腐、粉条倒进锅里。
焖一会儿，揭锅再翻炒，最后倒

上水，小火慢炖。大约炖一个钟
头，快揭锅时，母亲总喜欢放进
去几滴香油，再倒入少许醋。当
锅盖掀开的时候，香味随着锅
里的腾腾热气扑鼻而来，带给
我们的不仅是味蕾的绽放，还
有满满的幸福感。

每逢除夕，除了包饺子以
外，母亲都会做上一盘大烩
菜。这熟悉的味道陪伴了我许
多年，这就是家的味道，也是
母亲的味道。后来，我们兄妹
都有了各自的小家庭，可每年
除夕，母亲照例会炖上一锅大
烩菜，等我们回家拜年时，她
会像变戏法一样微笑着端上一
盆香气扑鼻的大烩菜，看着我
们大快朵颐，那种欣慰与喜悦
溢于言表……

如今，母亲已去世好几年
了。没了母亲做的大烩菜，年味
就好像淡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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