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 22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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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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中午，女儿回家看望我们二老，爱人烧了

一桌菜，我们边吃边聊天，其乐融融。

不料，晚上爱人开始腹泻，一个多小时拉了六

七次，我赶紧叫了辆车到医院，经验血验大便，医

生说是吃了带菌食物，开了药进行输液。此时，女

儿来电话说她也腹泻正在医院输液，得知这儿的

情况后，女儿判断是在我们家吃坏了。

我很疑惑，为什么三个人一起吃的，我怎么没

腹泻呢？

输完液带爱人回到家，忽然想起，她们母女俩

都喜欢喝酸奶，中午吃饭时她们都喝了一瓶，我不

喜欢酸奶，所以没喝。想到此，我立刻打开冰箱，仔

细查看剩下的两瓶酸奶，发现已过了保质期三天。

我明白了，她们母女是喝了过了保质期的酸奶导

致了腹泻。

如今，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提高，我们的饮

食方式和饮食习惯与过去已大不相同，去一次超

市，常常会购买很多包装食品和饮料，我们往往注

重了储存而忽略了这些食品饮料的保质期，有的人

是不注意，更多的是经历过物资严重匮乏时代的老

年人群体，当年靠勤俭节约杜绝浪费度过那段艰难

时期，思维的惯性让他们明明知道过了保质期却舍

不得扔掉，怀着侥幸心理依然食用。

于是，我把家里所有的包装食品和饮料都翻

出来，一一核查它们的保质期，对所有过期的食品

饮料剔出处理。

目前，我们正面对一场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

疫情，联想到 2003 年的“非典”和 1988 年的“甲

肝”疫情，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吃了不

该吃、不能吃的东西所引发，结果给个人、家庭和

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提倡健康的饮食方式和饮食习惯，应该从我

们每个人做起。

“不浪费”

    围桌共食、边吃边聊是国人自古以来的饮食

习惯。每次回乡与亲友相聚，只见一盘菜无数双筷

子夹来夹去，一碗汤不同的人洗筷子般地涮来涮

去。更有好客的老人用自己的筷子表达着热情，频

频夹菜，把客人的饭碗堆得满满。我的内心是不适

的，但碍于面子很少去拒绝，怕伤感情。

用筷子表达热情的习俗几十年来一直延续

着。城里人似乎也没考虑过舌尖上的安全。很多时

候在城里与同学朋友聚餐，我不会主动提议使用

“公筷公勺”，担心被旁人视为异类，落下“不合群、

有洁癖”的骂名。同学好友难得见一次面、聚一次

餐，不想为“公筷公勺”这事伤了和气。

这次殃及全国的疫情，值得我们好好反思。聚

餐传递情谊，但很多病菌也在推杯换盏间通过筷

子得到大量传播。因此，养成使用“公筷公勺”的卫

生习惯，理当引起大家的重视了。

“公筷公勺”制在一些大酒店已有实施，用餐

者面前摆着两双筷子，用黑白区分、用长短来区

别。公筷是放在桌上夹菜的，私筷是个人用的。但

多数小型餐饮店，如果客人不主动提出要“公筷公

勺”，店家是不会刻意去提供的。

建议每家酒店餐厅做“公筷公勺，用餐有礼”

的引领者，主动提供“公筷公勺”；店里应设置标

识、小桌卡，提醒顾客使用“公筷公勺”；家庭聚餐

则从我做起，敢于拉下情面，以身示范，增强身边

人使用“公筷公勺”的公共意识。

使用“公筷公勺”，防止各种疾病“口口相传”，

是守住舌尖上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但愿所有人都

能吸取沉痛教训，赶快行动起来，利己利他利社

会。

家庭不妨也分餐

    小时候，儿子得了角膜炎，我给儿子滴眼药水。

儿子问我为什么要滴眼药水？我告诉他，因为眼睛

里进了细菌，引起炎症，眼药水是用来杀死细菌消

除炎症的。儿子又问，细菌死了，尸体还留在眼睛里

怎么办呢？儿子把我问住了，我竟一时无法回答。

科学家做过实验，细菌被杀死后，会留下细胞

壁，它就是细菌的“尸体”，这种“尸体”三百度的高

温也杀不死，同样致病。开水煮，可以消毒，但不能

把所有微生物都杀死，做不到灭菌。医生给器具杀

菌的习惯做法，是拿酒精棉球擦一遍，再放到酒精

灯上用火烧一下，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日常

使用的毛巾、抹布、碗筷之类日常用具，用久了必

然感染细菌，再怎样煮洗都没有用，毛巾照样腻，

筷子照样霉。原因就是细菌“尸体”在作怪。

许多老年人毛巾用到像丝瓜筋，遇上水，像挂

了鼻涕一般往下淌水，也不舍得丢弃，洗一洗再

用，或者换下来当洗碗布。还有筷子，布满霉点也

不换，以为勤俭节约，实质害己不浅。毛巾用了超

过三个月，会滋生大量微生物，包括细菌和真菌，

就再也洗不净了，应该丢弃换新的。筷子不要再用

竹筷、木筷，要用 304食品级不锈钢的，不会发霉。

这次新冠肺炎得病老年人居多，目前没有解

药，只能依靠自身免疫力来抵抗。老年人抵抗力

差，一旦被细菌感染，就会破坏免疫力，造成抵抗

力下降，病毒乘虚而入。所以，家里日用器具，除了

煮蒸消毒，要彻底清除细菌，最好的办法就是

不要“一根巾”到底。

    春节前妻子因胃部不适，做了胃镜检查发现

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医生得知她从没在外聚

餐过，就说一定是通过家人传染，妻回来也让我去

查，果然有。

确实，本人退休后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因而

聚餐很频繁。日久，就被“幽门螺旋杆菌”盯上了。

于是，除了每天服用肠溶片等药物外，聚餐大幅减

少，即使偶尔参加，我也提出分餐制。鉴于为了大

家健康，朋友们也欣然支持。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我们从小年夜开始

就宅在家里没出门，需要出门，那口罩必戴无疑，

因新冠病毒主要通过飞沫传播。这使我想起“病从

口入”这句话。是的，病毒大多通过空气传播，但也

会通过物品传播，尤其是食物，进食时不注意预防

就会感染上细菌。在这个思维的启发下，我想到了

与家人也要实行分餐制。妻子非常赞同，她说早这

样做也不会被我给染上“幽门螺旋杆菌”了。

亡羊补牢犹未迟也。大年三十我翻出久已未

用的小碟小盘，吃年夜饭时给妻子、女儿分碟分

盘，夹上各种菜肴，一整条鱼和汤煲就放上公筷、

公勺。当然，家庭分餐比以前不分餐较麻烦，但让

家宴有了上饭店的感觉，倒是一种特有的快乐。为

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再麻烦也该这样做。

分餐制不管是饭店还是家庭都是很好的卫生

措施，而以前往往忽略这一良好习惯，在推杯把盏

中让病菌乘机相互感染，老年人免疫力差就易染

病。如今疫情严峻，家庭分餐制不啻是一良

方。而且，即使过了疫情，我想，这个好习惯也

该成为一个新的“家规”。

这次新冠
病毒肺炎来势
之凶猛，危害

之惨烈，让人们猝不及防。出现
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人们都
在思考。

思考的内容之一，就是老年
人的不良卫生习惯。我们这里说
的老年人，是指现已处在退休状
态的人员。由于历史的原因，有
些老年人的卫生习惯至今还没

有跟上时代。
今天发表的文

章，就是说说发生在
厨房间和卫生间有关
卫生的那点事儿⋯⋯

    所谓剩饭剩菜，一般是指那些隔夜的蔬菜、豆制品和面

包、蛋糕等点心之类，这些食物一旦变质变味，往往容易吃坏

肚子，影响人的健康。因此，反思这场疫情带来的严重后果，对

于我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切实提高老人生活质量是很有

意义的。

我老伴以前常感肠胃不适，原来与吃变质的剩饭剩菜不

无关系，她每天将剩饭剩菜放进冰箱，第二天用微波炉一转再

吃。去年盛夏的一天，儿媳买来新鲜毛蚶一起吃,吃不完的就

按老规矩放进冰箱，然而，冰箱岂是“保险箱”，炎热天气下的

毛蚶还是出现了异味，可老伴抱有侥幸心理，背着家人把变质

毛蚶统统吃了下去，未料隔了几个钟头，她不仅肚子阵阵作

痛，而且上吐下泻不止，家人连忙将她送到医院急诊。在医生

询问下，我们如实说出吃了不洁的毛蚶。还有一次，家里炖了

一大锅小排骨汤，端进端出连续吃了好几天，直至散发出一股

怪味不能吃了，老伴还说倒掉可惜。

医学研究早已发出警示，变质的剩饭剩菜会滋生对人体

有害的亚硝酸盐、大肠杆菌等成分，尤其对体弱多病免疫功能

低下的老人来说，容易导致胃肠炎等疾病，甚至有诱发癌症的

风险。其实，现在的老人吃穿不愁，根本不用对自己刻薄式的

节俭，剩饭剩菜有价，身体健康无价，斗胆吃变质的剩饭剩菜，

更是一种拿生命开玩笑的不明智行为，必须改正。确保饮食卫

生安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不纯粹是个人私事，它关系到家

庭的幸福、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兴亡，不可掉以轻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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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正青

公筷公勺用起来
曹慧中

不要“一根巾”到底
程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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