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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2岁的李清
芳家住沧州市运河区
南陈屯镇小吴庄村。
他每年都种蔬菜，还
经常把菜送给亲朋好
友。今年刚一开春，老
人就来到菜地忙碌起
来。

谢立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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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每天玩手机近视2300度
她的老伴视力更差

近日，山东菏泽一位70多
岁的老太太每天玩手机到凌
晨，一测视力，近视竟达 2300
度。她的孙女称，爷爷奶奶每
天都花大量时间玩手机，爷爷
更离谱，每天玩手机玩到半夜
一两点，家人劝也劝不动。爷
爷去检测视力时，机器都打不
出他的验光结果。

对此，不少网友也在评论
区表示——

“我奶奶也是，半夜三更
玩手机不开灯，因为嫌费电。
眼睛都流泪、模糊了，还要看，
家里人都说她，她也不听。”

“现在的老人对手机的热
情简直可怕，家里老人就是这
样，白天手机都不熄屏，并且
声音特别大，听着都头疼。”

“ 等 我 老 了 ，估 计 也 这
样。”

“给奶奶找份工作吧，正
是‘闯的年纪’。”

“算了算了，只要他们不
买假保健品，玩手机就玩手机
吧。”

防老年人网瘾，须
开好三张“药方”

做着饭还要看手机直播；
凌晨不睡觉，就为了刷短视

频；控制不住网购欲望，化身
“剁手党”；在直播间看节目时
花大钱打赏……一些难得回
一趟家看望父母的网友惊叹，
父母竟成了网瘾老人。

有网友吐槽说，现在，角

色反过来了：以前，父母总叮
嘱自己“少玩手机，不要沉
迷”；如今，换作自己敦促父母

“放下手机，早点睡觉”了。有
的网友为了父母健康，将他们
的手机设成青少年模式，不料
却引发了家庭矛盾。

老年人为何会形成网瘾？
孤独也许是重要原因。“空巢

老人”日益增多，与子女缺乏
交流，对飞快变化的外部世界
感到不适应，让不少老年人产
生强烈的、不被需要的负面感
觉。沉迷于网络，其实是在对
抗孤独，寻求归属感。不过，网

瘾老人的背后，并非全是孤
独，也有老年人对新兴事物的
好奇和探索。

他们曾是网络世界的“边
缘人”，现在，互联网给了他们
看世界的机会。社交、学习、看
新闻……通过手机网络，他们
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
一位退休多年的老人说：“在

网上通过各类小视频，我学会
了收纳、修理、种花，生活别提
多充实了！”

因此，对于老年人的网瘾
问题，也需一分为二来看。解
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简单
粗暴地戒断，而应关注到其背
后真正的需求。

让亲情成为最好
的“解药”

对年轻人而言，既要尊重
长辈在网络空间里的探索，又
要主动去倾听他们的心声，多
一些陪伴和关心。

首先，可以让优质网络内
容成为一剂良药。网络内容虽
多，但质量参差不齐，假新闻、
毒鸡汤、养生伪科学等粗制滥
造的内容大行其道，侵蚀着老
年人的精神健康。平台应当从
关爱老人的角度出发，提供适
老、健康、优质的内容，提高其
精神生活质量。

其次，要记住“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让老年人健康地
上网，仍需社会、家庭、个体等
多方面共同努力。只有真正关
注、理解他们的需求，才能帮
助他们走出网瘾。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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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寒冬的到
来总是让家人的脸上现出愁容。寒冷
无情地充斥着家里的每一个角落，仿
佛连空气都凝固了。

奶奶是个怕冷的人，寒冬一到，她
嘴里总是絮叨着：“冻死了，冻死了，身
上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了。”但只有等
到我也喊冷的时候，奶奶才会动用她
那唯一的御寒之物。

一天下午，快放学的时候，北风骤
起，雪花飘飞。我回到家时，鞋子沾满
了雪，鞋底也湿透了。“奶奶，我的脚快
冻掉了！”我边喊边踉跄地进了屋子。
循着奶奶的应答声，我跺着脚走进里
屋，看见奶奶正跪在床边，躬身钻进床
底，很快摸出了一个火罐。奶奶用一块
破布擦去上面的灰尘，灰灰的陶罐一
下子发亮了，圆圆的罐口，鼓鼓的罐
肚，样子十分可爱。

奶奶跑到厨房，扒开一堆柴草，找
到她的珍藏——豆荚和豆秧上的绒
毛，把它一把一把装进火罐，然后用纸
引燃。火罐顿时冒起了白烟，过了一会
儿，白烟渐渐散去，红红的火散发出层
层热浪。奶奶叫我坐在板凳上，她把火
罐放在我脚底下。残留在鞋子上的雪
很快化了，鞋子渐渐冒出了热气。不一
会儿，脚暖了，暖流从鞋底蔓延到了
脚，然后一直蔓延到全身。

北方的冬天寒冷而又漫长。每天
我放学回到家，奶奶都攥攥我的手，
说：“看看，冰凉冰凉的。”然后赶紧就把
我的手拉到火罐上烘。手热了，写字时
也灵活了，这个时候写起作业来，字迹
工整、流畅，因此我的作业常常受到老
师的夸奖。

对孩子来说，寒冬时脱衣进被窝
是件苦事，而我却是乐于进被窝的。睡
觉时，奶奶先把火罐里的火拨弄得红
红的，再展开被子，把火罐放进被窝
里，然后一手托着被子，一手扶着火
罐，缓缓移动，来来回回烘烤。奶奶感
觉被窝热了，说声“好了”，我便把棉袄
一脱，棉裤一褪，像个小地鼠一样，倏
地钻进被窝里。奶奶又掖紧被口，看着
我舒舒服服的笑脸，说声“睡吧”，接着
就去做针线活儿。

寒冷的夜里，我的奶奶用最原始
的办法，给我打造了一个小小的暖床，
给了我一个温暖的童年。屋外北风凛
冽，冷气不时从门缝挤进来，我躺在被
窝里，全身暖融融的。奶奶的火罐像暖
阳，让我的童年不寒冷。

几十年过去了，火罐是我最难忘
的人间烟火，是我人生中的“红泥小火
垆”。奶奶那寒冬中的“一罐暖”，不仅
给了我温暖的童年，还给予我成长的
力量。在那些寒冷的岁月里，奶奶的爱
如同一束光，温暖了我的心房，照亮了
我的人生。

火罐
徐清波

说到井，人们自然会想到“饮
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井是
古往今来一个时代的生活必需。
我们北方的砖井不像南方院中的
小井那样小巧玲珑，而是大而深。

我们村北洼有一口甜水井，
常年不干。河水涨，井水不涨；河
水降，井水不降。这大概就是“井
水不犯河水”吧。井旁有一棵古
槐，绿荫如盖，守候着那口井。早
些年，村民用辘轳浇菜园。后来，
井口安装了一架五轮水车，村里
每天派一名妇女看着驴拉水车浇
菜园。看水车的妇女可以在古槐
下掐草帽辫、纳鞋底，悠哉悠哉。
井水浇得各种蔬菜郁郁葱葱：茄
子紫荧荧，韭菜青又青，小葱水灵
灵，黄瓜、豆角爬满架，辣椒、西红
柿火样红……

说到井，有很多故事流传。西

汉末年，王莽篡位，追杀想恢复汉
室的刘秀。刘秀跑到现在的沧县
黄递铺乡枣林村，人困马乏。他走
到一口井旁，却没有提水工具，心
想，如果井能斜一下多好。只见井
竟然真的渐渐倾斜，使人和马解
了渴，便有了“扳倒井”的故事。

说到井，让人感悟到处世哲
理。反腐最严酷的皇帝朱元璋不
仅以重刑惩治贪官污吏，更注重
教育。他曾把井水比作官员的薪
水，虽说不能富足，但常用常有。
如果一旦因贪腐被查，薪水就没
有了。其实，我们生活中何尝不是
如此，因贪心而身败名裂者屡屡
有之。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老井在
我的生活中渐渐走远，但使我懂
得了“水唯善下能成海，山不言高
自极天”的道理。

读书
李俊杰

书 籍 是 人 类 智 慧 的 结
晶，每一本佳作都如同一扇
通往奇妙世界的魔幻之门。

当我们沉醉于不同的书
籍之中，恰似在与来自不同时
代、各异文化、多元思想的杰
出人士进行深度交流对话。

“多读书，多学习，你就能告别
偏执、摆脱狭隘，能够凭借别
样的目光静观世界，领略别人
难以察觉的绝美风景。”

一日，在熙熙攘攘的街
头，我意外邂逅了多年前的老
友。他是我们县某局的退休干
部。想满怀热忱地赠他几本好
书，我问：“你愿意读书吗？”他
却一脸漠然，回应：“没那个兴

致。”我接着追问：“那你每天
都做些什么？”他无奈地双手
一摊，语气中满是沮丧：“什么
也不干。已经退休了嘛！”

这话恰似一记威力无比
的重锤，狠狠敲在我的心头。
退休，难道意味着精神世界
的荒芜与凋零？曾经在工作
岗位上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的他，如今竟这般浑浑噩噩、
无所事事地虚度时日。或许，
我们正在经历着物质日益丰
富、精神逐渐贫瘠的可悲改
变。

在乡村的蜿蜒小径上，
往昔那袅袅升起的温馨炊
烟、邻里间充满欢乐的欢声

笑语，似乎正被现代的快节
奏无情地消弭。人们在俗世
里奔波忙碌，却忽略了内心
的滋养与充实。那一本本蕴
藏着无尽智慧和深沉情感的
书籍，被无情地冷落在角落，
默默蒙尘。

然而，我始终坚信，在这
片土地的深层，定然还潜藏
着对文化的热切期待。如同
那沉睡的珍贵种子，只需一
场温润如酥的春雨，便能顽
强地破土而出，绽放出绚丽
夺目、惊艳四方的花朵。或
许，我们迫切需要更多丰富
多彩、趣味横生的文化活动，
需要更多积极有效、深入人

心的引导，促使人们重新发
现书籍那令人心醉神迷的魅
力，感受知识那震撼人心的
强大力量。

读书的真正意义，不只
是为了获取知识，更在于开
拓出一片开放包容、深邃广
博的内心世界。

我满心期待着，与老友
下一次相逢时，能够听到他
谈论对诗书的深刻感悟，能
够看到他眼中重新燃起的对
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知识的渴
求。乡村的振兴，不仅在于物
质的充裕、富足，还应该有精
神的充实、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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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沧州市解放西路传媒大厦有一楼门市、部分写字间，现对外招
租，地处西部高端商务街区，环境整洁，设施齐全，车位充足，适合商
务办公及经营。整体承租者优先，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3155609 156127728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