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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闫卫利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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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娘搬家

■征文：今天，我们如何养老

洛城春意浓
母亲笑如花

我们居住的小区有位85岁
的王大娘，两年间多次搬家，她总
说女儿家不好，儿子家不行，隔三
岔五不打招呼就摸回她那难以割
舍的老家。

王大娘说：“在闺女和儿子
家里轮着住，毎天孩子们和孙
子、孙女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
的上学，自己待在家里急死了！”

孩子们只好将老人送进了敬
老院。可是没住多久，大娘又嫌
敬老院里都是些生面孔，搭不上
腔，说不着话，没意思，让熟人将
她送回家。

沒多久，孩子们又为大娘联
系了两家养老院，她先后住了进
去，后来她以“院规太严、不让出
门”和“距家远、恋家人”为由与这
两家养老院“拜拜”了，全家人有
苦难言。

我们曾对 50 多个家庭的
300多名老、中、青居民进行过一
个调查，多数人认为还是社区养
老好。

社区养老好在哪里？一
是离家不离村、组和大社
区，同一个社区的老年人
相互了解，有共同语言，
互相照应更方便；二是便
于子女和亲朋好友探
望；三是管理人员都是
热心老年事业的熟人，
对彼此的性格和脾气了
如指掌，能互尊互敬；四
是可与我市推行的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相衔接，文化娱

乐、健身康体等设施还可以
共享。

□社区助理记者王书敏 王乐德

她用微信“串”亲戚

女人如花，女人都爱花，无论她多么苍老，
心中永远眷恋春天那灿烂的花朵。

我们或许无数次和儿女留下快乐的合影，今
年春天，请不要忘记带上我们的母亲一起沐浴春
光，呼吸花朵的芬芳。

瞧，这些儿女用镜头留下母亲灿烂的笑容，
她们虽然皱纹深深，脊背佝偻，行动迟缓，但在儿
女眼中都是最美的春天。

拍摄人：洛龙区厚载门街史英。
拍摄感言：我愿陪母亲度过每分每秒。

拍摄人：洛
龙区顺驰第一大
街关淑华。

拍摄感言：
母亲的健康就是
我的幸福。

拍摄人：老
城 区 人 民 街 许
炎雷。

拍摄感言：
自 己 的 母 亲 也
好，别人的母亲
也好，都是我们
要呵护的亲人。

今年牡丹文化节前一个月，家
住涧西区中泰世纪花城的卢秀珍，
便早早地在微信群“邹氏家族”里吆
喝开了：“诸位，牡丹花快开了，大家
把手头的工作提前安排好，来洛阳
看花吧！”微信群里立马热闹起来。
她远在大连的侄儿发话了：“三婶，
我们想去，可我妈腿疼。”“那就推着
轮椅来呗。”“弟媳妇呀，我要带上朋
友去看花。”“没问题，来吧！”……

发出一个邀请，邀来了几拨儿

亲友。卢秀珍送走一拨儿，迎来另
一拨儿，格外忙乎也格外开心。“以
前，亲戚之间很少走动，电话也很
少打，亲情有些淡了；谁家有个啥
事都在微信里晒晒，增进了解，别
提多亲了。”卢秀珍说。

这两天卢秀珍一边忙着带亲
友看花，一边用手机给牡丹拍照，
发到微信上，给没来的亲友“现场
直播”。看到如此漂亮的牡丹花，
亲友们都在微信上啧啧称赞。

卢秀珍玩微信有一年多了。
2013年春节前后，她儿子给她买
了个智能手机，下载了微信软件。
卢秀珍不乐意了：“我都66岁了，
能接打电话就不错了，还整什么微
信？”没想到五六岁的小孙女让卢
秀珍开了眼。卢秀珍做好饭端上
桌，小孙女咔嚓给饭菜来了张“合
影”，发了条微信，还配一行字：这
是我家的饭。接着一帮人对饭菜
议论开了。卢秀珍很惊讶，微信居
然这么神奇。之后她师从女儿开
始学打字聊天、语音聊天，各种功
能卢秀珍学了个遍。

卢秀珍的老伴儿邹孝敬在家
里排行老三，他的兄弟姐妹分布在
哈尔滨、重庆、陕西、河北等地，平

时很少联系。那天邹孝敬大哥家
的孩子发来短信说：“三婶，会用微
信吗？”就这样，卢秀珍被拉进了

“邹氏家族”微信群，里面有十几个
人，大都是邹孝敬的晚辈。卢秀珍
进了微信群可找到乐活地儿了，她
种的对红开花了，激动得拍了靓照
发到群里，侄子侄女们围观后点评
一番，她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马年春节，邹氏家族边看春
晚边微信群聊：“这是我家的年夜
饭。”“这是我买的新衣服。”“这是
我家的靓宝宝。”隔着万水千山，
他们在微信上相聚，原本有些陌
生的面孔熟悉起来。有人开玩
笑：咱还看啥春晚呀，咱这群比春
晚热闹多了。

卢秀珍白天去种菜、上老年大学，晚上吃完
饭就登录微信，看看一大家人都干了啥。谁家
有喜事了，她会跟老伴儿说道说道，分享快乐；
哪个生病了，让他发个视频，看看是不是瘦了，
然后发个微信关心关心，再发个相关的养生文
章，让对方调理一下身体。

卢秀珍变得时尚了，童鞋等时髦网络用语
她都用，这都是在微信上跟着侄子侄女学的。

卢秀珍在老年大学报了一个诗词班，为了
学好古诗词，晚辈们教她下载了一个新华字典
软件，哪个字不懂，打开手机一查便知；她还下
载了一个查查软件，买个东西，用手机一扫就能
查出它的原产地、价格，买着心里踏实。

邹孝敬的老家在东北，可是一大家子没几
个人会说家乡话。他在陕西宝鸡的二哥，发来
一段《东北猫学说东北话》的搞笑视频，一家人
看后笑得前仰后合。

“自从跟家人聊上后，我长了不少见识，学
了不少新玩意儿，觉得自己越活越年轻了！”卢
秀珍开心地说。

▲ ▲

老少热聊 人老心不老

▲ ▲

微信群聊 人远心不远

▲ ▲

牡丹花开 微信邀友来

卢秀珍正在玩微信卢秀珍正在玩微信

（记者 闫卫利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