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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群里的晚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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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兴趣上“翻花头”

子女来当家政员

周稳观作

梅花香自苦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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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妙瑞

金洪远是一个低调的工人作家，也

是我67届初中老同学。他自称

“三花人”，即两鬓白花、双眼老花，心

有头花。这个头花要解释一下，是当

年晚报《未晚谈》的一个固定符号，先

是一只猫头鹰，后来是一条牛。所发

表的文章都是老社长赵超构撰写的，

非常受读者欢迎。而金同学的邻居就

是他嘴里常叫的赵伯伯、赵超构也。

他牵头建立的微群起名也很有意思。

当时在某地的祥和茶馆举行第一次活

动，有人建议微群就叫祥和茶馆群

吧。因群名接地气大家赞同，这也正

中金兄的下怀。因为当年他看见赵伯

伯到离家很近的一个普通茶馆一边喝

茶，一边倾听民声，从中捕捉新鲜话

题。而赵老也在报上说过上茶馆是他

了解民情的一个好场所。

群主与晚报情深，入群的众多退

休老人何尝不是对晚报情有独钟呢。

马蒋荣连续多年被晚报聘为特约通讯

员，是一位优秀作者。他拍的一张新

闻照片曾荣获全国晚报作品评比一等

奖。去年童伟忠在晚报和其他本市五

六家纸刊上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很

多题材来自于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

挖掘于街头巷尾。他说是赵老的为

民情怀，激励他寻觅城市温度中的不

足而写稿建议改进。王志良不仅在

晚报撰文反映民声，有一篇短稿还上

了人民日报。费平一年中在《灯花》

发表了10来篇文章。远在澳大利亚

子女家长住的钱水根晚报情结深，从

海外发来的稿子也被副刊刊用了。

退伍40年的董颂山在建党百年前夕，

相约上海战友前往烟台看望“战上

海”的老团长和当兵时的战友们。在

烟台城里转乘公交车，巧遇一位当地

人主动搭讪，想不到他竟与失联30多

年战友是同一个单位。在公交车里

当地人手机联系颂山战友，一次难得

的战友聚会一个不缺，热闹非凡。颂

山回沪后写了《烟台奇遇》一文，建军

节刊登在了夜光杯。这是颂山第一

次投稿晚报。颂山说也要谢谢群里

的文友指点，让从未在晚报发表过文

章的老人有出彩机会。

群里不少文友感谢晚报，让自己

由读者变成作者，并走上文学之路，后

来成为了作家。我们群近年来几乎每

天有四五个微友的文章见报，多时一

天达到15篇，超过7篇以上的“丰收

日”颇多。众虎同心是群里的常态。

老金是金虎，笔勤高产。老朱是卧虎，

醉心于书斋文化研究，学问颇深、热心

上课，大家得益匪浅。老丁是大虎，别

看他现在身材瘦弱，年轻时获得过区

级摔跤冠军，现在是中国象棋大师，市

作协曾为他的文学作品举行过专题研

讨会。大家喜欢听他讲为晚报写文章

如何采访的经历。老吴是猛虎，他是

国防部命名的“海上猛虎艇”退役雷达

班长，长期任李白故居纪念馆名誉馆

长。他也是晚报优秀通讯员，其文章

和他的红色经典演讲一样正能量满

满。老游是天虎，从航天局退休后，现

任交大钱学森图书馆高级顾问，他为

夜光杯写的航天文章生动有趣，群里

谁要写神舟飞船的文章得找他指点。

老徐是儒虎，他擅长送“心灵鸡汤”，为

晚报写了不少《三言两语》，还写得一

手好诗。

一晃，晚报复刊至今40年了。我

们一群老文青痴心伴随晚报40年，

与这张报纸“跟千家万户同结善缘”

分不开。我写祥和茶馆群的点滴，无

非表明爱晚报之心，结晚报之缘不

变。新年到来，“燕子”又将飞入我家

报春，谢谢晚报一年四季的温暖！

如今，养老方式多种多样，有的老

人选择去养老机构养老，有的老

人选择住家养老。不少子女为了父母

的晚年生活更加舒心，还会代为聘请

家政员为老人提供服务。家住上海嘉

定区的朱老伯表示，自己的晚年生活

非常幸福。原因主要是，他请了自己的

儿子和儿媳妇当家政员。“他们既做了家

政员的工作，也让我享受到了天伦之

乐。”朱老伯认为，这种新的养老模式可

以推广到更多的家庭中。

对于请子女来当家政员是否可行，

每个人的看法各异。窃以为，关键还是

要看是否利大于弊。

从有利方面看，首先，子女来照顾

年迈父母，属于居家养老，高龄老人和

失智失能老人再也不必把去养老院养

老当作唯一选择，弥补了社会养老资源

和护理员短缺的不足。其次，子女当家

政员，从父母处“领工资”，属于多劳多

得，完全合情合理，也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老人的晚年生活也因此可以

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再者，有些老人不

喜欢有陌生人，对家里来个家政员感到

不适应；有的高龄老人只会说本地话，

与外来家政员在语言交流上存在障碍；

还有近年来家政服务费水涨船高，部分

老人要么舍不得，要么就是负担不起

等。而由子女来当家政员则可以避免上

述情况的出现。另外，有些“4050”子女

处于失业下岗阶段，或是家庭经济状况

不太好，或是要给子女还房贷等原因，通

过给自己父母当家政员，来改善一下生

活，减缓自己的经济压力，可谓“双赢”。

请子女当家政员的弊端主要在于：

目前高龄老人还是有多个子女，一个子女

照顾老人有钱拿，容易造成其他子女当

“甩手掌柜”。还有就是子女来当家政员，

缺乏一定的专业护理知识，每个子女的

“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也无法做出准确的

评价。

请子女来当家政员毕竟是个“新生

事物”，各家的做法也不相同，只能靠大

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只要家庭成员

之间能多协商、多包容，这一做法还是

利大于弊的，大家不妨一试。

儿子一家每周双休日来，让我最开

心的就是逗两个孙子玩。作为退

休的美术老师，此时最适合的“身份”，

就是做免费的画画“家教”。

大孙子小时候喜欢齿轮，多多益善

从不厌倦。每次要我大小齿轮满满地

画好多张纸方肯罢休。现在这个四岁

的小孙子，喜欢的是车，消防车、警车和

救护车，要我三种车轮番地画。一面看

我画，一面小嘴不断随着画面变换作鸣

笛“配音”：“呜——”，或者是“滴嘟，滴

嘟”，实在好笑。让我意外的是，他居然

能指导我涂色要求：“警车的顶灯是蓝

白红，中间的是白色，不要搞错！”画消

防车时更要小心，提醒我后视镜、路障

和水炮不可忘记。这小小年纪好专业

啊，观察力与记忆力还真的不容小觑！

时间久了，这单调“菜单”总不能一

成不变，“营养”需要全面才好。孩子这

年龄段，正是学知识的时候，应该引导

他们主动学习的兴趣，通过画画，在文

化上能有点长进。于是我采用美术和

语文横向联谊的办法，将汉字合成词的

词根加前缀，构成相关联的词，再用简

笔画将这些关联词画出来。比如，以

“手”为题，就可以联想出手帕、手机、手

套、手镯、手杖、手指、手枪和手表等

等。孩子对这新玩意儿颇有兴趣，主动

与之互动交融，和我一起汇合在“手的

世界”里。

玩了后缀，再玩前缀。如“水”，雨

水、泪水、药水、汗水和胶水等。又如

“头”，馒头、插头、枕头、罐头、榔头和骨

头等。还有“子”，帽子、鞋子、袜子、扣

子、包子和盘子等。这种快捷生动的简

笔画玩法，说到什么就画什么，对孩子

创造与思维能力的培养，无疑能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提高孙子的兴趣，我又用漫画

的“特殊符号”添加一些“浇头”，使物象

更生动。比如在手机旁添画几个音符；

画手镯时加几道亮光；画手枪时，枪口

射出一道水柱（玩具枪）。从孩子愉悦

的欢笑中，足以验证我精心设计的“花

头”，总算是没白“翻”。

前几天是元宵节，我又想

起小时候“走三桥”的往

事。那时，每到元宵节的晚

上，母亲都会邀集邻居的婶

婶、阿姨们一起去“走三桥”。

“走三桥”的活动，只在每年正

月十四、十五、十六三个晚上

进行。“走三桥”本是妇女的活

动，可我那时不懂事，喜欢凑

热闹，曾多次跟着母亲一同

“走三桥”。元宵之夜，明月高

悬，许多地方张灯结彩，家家

户户屋前挂着灯笼，还有人在

“放鹞灯”；妇女们则成群结

队，一路上有说有笑，一边看

灯赏景，一边“走三桥”。

长大以后，才知道这“走

三桥”的习俗历史悠久。史料

记载，唐朝时，京城长安经常实行宵禁。平

时那些妇女们很难外出行走游玩散心，而

到元宵节晚上京城是不实行宵禁的，于是，

妇女们趁此机会，成群结队地外出看灯游

玩。在京都长安城里，要走过三座桥不太

容易，必须要走相当长的路程，这样既得到

了锻炼，又心情愉快，对身心健康相当有

益。于是，就有了妇女在元宵之夜“走三

桥”可除病健身的说法，被称作“走百

病”。有首《梦香词》曰：“好因却病走三桥，

姐妹共相邀。”意思是说妇女在元宵夜步行

过三座桥，则可一年健康无疾。另有一首

咏元宵的诗：“元宵踏月闹春街，同走三桥

笑堕钗。一路看灯归去晚，却嫌露湿牡丹

鞋。”充分反映了旧时妇女们元宵夜看灯走

三桥时欢乐的情景。另据传，那时有些有

钱人在“走三桥”途中边走边抛铜钱，用来

“消灾”，这就纯属迷信的做法了。

在我家乡，河道纵横，桥梁众多，“走三

桥”是相当容易的事。那时，我们月浦镇上

共有7座桥，但人们为了取吉利，对所走的

三座桥常常要进行郑重选择，着重挑选那

些桥名喜庆、吉利的来走。所走路线也要

事先设计好，每座桥只能走一遍，不能重

复。每次总是在“玉兔东升”时开始从镇中

间的“明镜桥”出发，经过镇东头的“宝善桥”，

再沿镇的外围，兜一个大圈子，经过镇西头的

“香花桥”。等走完三座桥，早已是月上中天

了，大家喜笑颜开，心情舒畅，快乐无比。

如今，这元宵夜“走三桥”的习俗，只有

在那些旅游区的古镇作为旅游项目供人参

与，其他各地早已消失多年了。现在回想起

小时候，我这“小伙子”常常吵着要跟母亲去

参加专属妇女的活动，实在有点幼稚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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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为民

□ 董阳光

□ 严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