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 15Elderly Weekly

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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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老年文学沙龙历经数年，原先每月一

次，二三十人聚会，交流创作心得和体会，坚持不

辍，收获颇丰。可岁末年初，一场新型冠状肺炎突

然袭来，怎样继续活动？经过大家集思广益，我们

决定将沙龙开到网上，以微信群聊代替聚会。虽

然人不见面，但网上“聚会”照样热气腾腾，连一

些平时不会上网的文友，也在子女的帮助下，频

频在互联网上谈笑风生。我们的网聊内容丰富多

样，怎样抗疫自保自然成了重点，相互提醒鼓励

更是持续不断。有位文友几个月前刚失去老伴，

子女又住得较远，一人独居十分孤单。有时，她在

网聊中会流露出想大哭一场的悲伤情绪。文友们

纷纷助力，有的建议她借此宅家之际把过世老伴

的书画作品整理成册，以作纪念；有人希望她把

老年大学中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弹弹钢琴、绘

绘画，以分散注意力。最近，这位文友的精神状态

大为好转，群聊中也时常见到她的“声音”。

闹元宵是沙龙的“保留节目”，今年只是换在

网上进行。讲故事、叙典故，精彩纷呈。有文友奉献

了歌颂上海医护人员逆行而上、驰援武汉的诗歌；

喜爱朗诵的文友发来赞美白衣战士的朗诵视频。

闹元宵怎能缺少灯谜？除了惯常的灯谜，文友们还

自制了应景的灯谜，如谁是老年人的最爱？（钟南

山）；哪里是解放军驰援的重灾区？（武汉）⋯⋯虽

从灯谜的制作功力上颇显稚嫩，但也表达了我们

对当前疫情的关注。

网上群聊，让我们在疫情面前依然可以自娱

自乐，提升素养，而且遵照政府“宅”在家中的号

召，既保护了自身的健康，还减少了疫情传播的

渠道，又何乐而不为呢？

自制灯谜 网上聚会

    自己虽然刚步入老年，但在疫情加重的日

子里，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更为年迈的

母亲发微信视频，与她通话互问安好。有时，我

还没开口，母亲就迫不及待地用她那慈爱的语

调千叮万嘱地说：“这段时期你们千万别出门，

要注意身体，别熬夜。我在家很好，这一切都会

有办法解决的，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如果你

们要出门，一定要记得戴好口罩啊⋯⋯”视频这

边的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是的，有母亲的娃真幸福！

同住楼层的王叔，退休多年，爱热闹、爱拉

胡琴，平日里每每下得楼去，便与院子里的几位

老友们一起下象棋，大家谈天说地，相处融洽；

如若遇到谈话投机之处，说起话来，声洪嗓大，

在众多老友面前必定“高谈阔论”一番，好似听

众个个都是他的“话”粉。这次，王叔也开启“深

居浅出”模式，不下楼，不与老友们相会；即便下

楼，也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遇到熟人只是挥挥

手，不发出任何声响。偶尔，我们也会听到从他

家窗口飘来的悠扬琴声。此时的王叔由“雅谈”

变成了“雅弹”。

“各位居民，防控期间，不得外出，讲卫生，

勤洗手，戴口罩，一律居家⋯⋯”街上传来阵阵

通告声。

隔着纱窗向外望去，街上几乎看不到一个

身影，几只鸟在树上唧唧喳喳地叫，防控车去了

又来，来了又去。

“蜗居”的人们呵！请不要烦忧，春风来了，

已吹响了号角。全民抗疫，志在必得！

在院陪检 不当逃兵

    当前，全社会都在竭尽全力抗击新冠病毒，

我们老年人又该做些什么？最省时省力的，莫过

于随时提醒自己、及时提请别人严守各项抗击病

毒的规定。

1月 25日大年初一，我 97岁高龄的母亲病

逝。我随即联系了“丧葬一条龙”负责人，签下了

操办丧事的协议。但随着疫情的日益严峻，我随

时提醒自己和众亲属，要随“疫”而变，一切服从

可能出台的新规定。果然，大殓前一天，市民政局

规定：追悼会上，每人必须戴口罩，不得超过 20

人，不得超过 15分钟，不得聚餐。这使我弟妹各

家都啧有怨言。但既有规定，唯有遵守。于是追悼

会上只由我做了几分钟的悲情陈述代替悼词，撤

销了预订的“豆腐饭”。事后我们都理解，丧事如

此简办，纯属无奈。

平时，我都提醒家人尽量不出门，出门必戴

口罩，回家必先洗手；也随时提醒别人注意这一

点。一天我外出，看到一小区围墙边有个流浪者

蓬头垢面，居然不戴口罩，还随地吐痰，我马上提

醒小区门口的志愿者，但志愿者说他只要不进小

区就没问题。但我依然觉得很不安全，马上发微

信给街道负责人，请他们想想办法。又有一次，我

骑车外出，见身边有两个骑行者未戴口罩，就笑

着提醒：“两位师傅，疫情期间，还是要戴口罩

啊！”他俩马上刹车，面带歉意地摸出口罩戴上。

一句及时的提醒很容易，不费吹灰之力，却

十分有效。在这非常时期，我愿同事们、朋友们、

邻居们、熟人和陌生人，都要多多提醒自己，

提醒别人，这也是我们退休人员应尽的一

份责任。

    退休以后，我在医院做陪检———配合帮助

门诊和急诊病人预约检查。

1月 22 日，我到发热门诊帮了一天忙。随

着疫情的蔓延，人心惶惶。不管有没有发热、去

没去过武汉的人，都来发热门诊寻求医生的帮

助。下午一点多，送来的饭菜早就凉了，但诊室

里的张医生和马护士还在忙着看病。看着她们

忙碌的身影，我心里充满了敬意。总算有个空

闲，她俩站着扒拉着饭菜，但一看到病号进来，

又马上继续接诊。夜幕降临，她们依旧坚守着岗

位，好在那天没发现一个疑似病例。

1月 28日，疫情更严重了，潍坊也有了确

诊病例。那天我上班前，家人担心地“劝”我：“医

院太危险，快别去了。”我瞪大眼睛说：“有人害

怕不愿意干了，目前我们的岗位很缺人，我怎么

能再给人家撂挑子呢？”虽然我是一个退休人

员，只是预约检查的陪检，但坚守岗位，是我的

职责。

作为医院的外包物业，我们的公司每天发

一个口罩给我们，我再自备了两个口罩，因为我

们每天也会接触到普通病房的病号。

前不久，住院部楼上出现了一个疑似病例，

那个楼层的医生护士细心照顾病号的同时，也

自觉隔离。他们的用药和物资由我和同事送上

去。来势凶猛的疫情，就在眼前，担心害怕的同

时，我们这些退休的“女工”互相鼓劲，刘姐说：

“我是共产党员，我可不能当逃兵。”

是啊，不能当逃兵！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里，坚守工作岗位，尽心尽责，服务好

医院科室，也是我们退休人员的担当。

当前，正
是举国上下
奋力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之时，广大

老年朋友如何科学、理性、勇敢、坚
定地对待疫情，这是摆在所有人面
前的严肃课题。我们欣喜地看到：有
的老年“网上沙龙”聚会应运而生，
网聊内容丰富多样，怎样抗疫自保，
相互提醒鼓励，自然是重中之重；有
的老年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里，依然坚守医院第一线，尽心尽
责，服务好医院科室；也有小老年
人，作为子女一辈，与年迈的父母，
两代人相濡以沫，守望相助；有的老
年人身在国外，处处感受到祖国同

胞和外国友人的关爱
和关注，故事多多，无
不温暖动人⋯⋯

    今年春节，我们一家前往坦桑尼亚旅行。

在埃塞俄比亚机场转机时，我们在机场休息大厅内读到了一

张英语报纸。头版是一张特大的新闻照片，配文说，北京火车站，旅

行者戴着口罩，中国春节的一场疫情，可能会影响到全亚洲这个最

大的旅游季节。

原来，中国全面抗击新冠病毒事件，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晚上，我们一家在附近的中国餐馆用餐。老板是中国人，家在

上海长宁区。我们在距离中国近一万公里的非洲，听老板讲国内抗

击疫情的情况。他娓娓道来，细节详尽，整个过程比我们还清楚。

“洋装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他令我们好温暖。

当地信号不好。每天从外面回来，我要让宾馆总台服务员帮助

我们恢复Wifi上网，为的是及时了解国内抗击新冠病毒的近况。

非洲当地的人，并没有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排斥中国人，他们

都知道中国与坦桑尼亚建交五十周年，提到中国政府帮助他们建

设坦赞铁路的故事，如数家珍。每每当地人问起中国抗疫的情况，

我们就把自己了解的那些感人故事说给他们听，让他们知晓中国

上下一致抗疫的决心。

那些日子，我们一家跟着黑人司机兼导游鲁比在塞伦盖蒂、恩

格罗恩格罗火山口，阿鲁沙国家公园等地转悠。黑人导游鲁比英语

极流利，会不时询问我们中国的抗疫情况，还会说中国话“没关

系”。他的话，让我们大为感动。

“强普！（你好，当地斯瓦希利语）”每天，我们都会获得坦桑尼

亚身披红布、手持木棍的马赛人对中国客人的问候和祝福。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支持，更加坚信中国一

定会迈过这个坎儿。

洋装在身，依然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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