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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银制项圈

寄托平安希望

妈我拍爸●+

老妈年轻时是镇上的一枝
花，她爱美，我们小时候的衣服都
是老妈设计、制作的。老妈爱笑，
受她的影响，我们姊妹都很乐观。

这张照片是我随手给妹妹和
老妈拍的。每当心情不好时，我
都会看看老妈的照片，给老妈打
个电话，听到她的笑声和鼓励，我

瞬间就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
战胜的！

最后，我想借《洛阳晚报》对
老妈说一句：“女儿永远爱您！愿
您漂亮每一天。”

（记者 闫卫利 整理 口述人
涧西区 王珺）
（本文配图由口述人提供）

爱笑的老妈

银项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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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素稳珍藏了不少老物件，
有的是她爷爷、奶奶留下的老古
董。在这些老物件中，有一个看
起来非常普通的银制圆环。

或许你一看就明白，这是给
宝宝戴的银项圈。郭素稳珍藏
的银项圈，是从她姥姥那儿传下
来的。等她出生后，她的母亲笑
眯眯地亲手把银项圈戴到了宝
宝脖子上，直到孩子上小学时，
才把它摘了下来。

起初，郭素稳还不理解：“孩
子脖子上戴个银项圈多沉啊！”
母亲瞥了她一眼，说：“你不知
道，这是个吉祥项圈，孩子戴着
它，一定能长得结结实实的。”

给婴儿戴银项圈、银手镯、
银长命锁，是我国的民间传统。

古代，医疗条件落后，孩子
生下来很难养活，大人们就给孩
子戴上这些银饰，希望孩子能平
安、健康地成长。民间流传，银
器对小孩有压惊、辟邪的作用。

银器放久了会有些发黑，
郭素稳经常把银项圈拿出来
擦拭。

“我不知道它的具体年龄，
只知道是从我姥姥那儿传下来
的。”郭素稳说，这个银项圈虽然
样式普通，但代表吉祥、健康，也
算一个传家宝。

现在，郭素稳把银项圈收
好了，等儿子有了孩子，她这个
当奶奶的，也要亲手把它给宝
宝戴上。

□记者 何奕儒 文/图

他俩互敬互爱，儿女也很孝顺。马清文和徐芬
英有3个女儿和1个儿子，他们家有一个惯例，每到
周末，儿女们就不请自来，举行家庭聚会。

晚辈调侃称徐芬英是佘太君，快到周末，家庭
微信群就热闹开了。“佘太君想吃啥呢？”“大姐夫露
哪一手呢？”

周末，儿女和孙辈提着菜、肉浩浩荡荡地回来
了。想吃红烧肉、清蒸鱼，大女婿下厨；想吃糊涂
面、浆面条，二女婿挽起袖子擀面条；三女婿跟个家
电维修工似的，忙着修灯、检查水管；儿子贴心地给
老两口揉揉肩、按按背……

马清文最爱满脸笑容地扒着窗台往外看：“看，咱
那群孩子回来了！”“瞧，孩子们开开心心地走了。”

徐芬英把儿女的孝心写成顺口溜：“儿女孝顺
都可好，喜在脸上甜心间，全家和睦来相处，万事兴
来皆欢喜。”

围着爱转

笑口常开
□记者 闫卫利 文/图

笑口常开的老两口

家不在大，有爱就好。住在西工区永
红巷1号小区的马清文和徐芬英老两口70
多岁，他们和睦相处，笑口常开。子女们
紧紧围绕在以他俩为中心的家庭中，平
时，一家人在微信上相聚，周末回家与他
俩相聚，好温馨的一家人。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徐芬英不仅
是马清文的贴心老伴儿，还是他的私人保
健医生。

2011年，马清文得了膀胱癌，做了切
除手术。徐芬英一边照顾马清文，一边用
顺口溜的形式写老伴儿的病情日记。“腹部
缝了十七针，七寸刀口真吓人。回过身去
擦擦泪，伺候老伴儿坚强活……”徐芬英
说，这场大病让老伴儿遭罪了，她要把治疗
过程记录下来留个纪念。

一般膀胱被切除的病人，出门总是惹
人注意，因为他们身上总会挂个尿袋。马
清文可不一样，只要他不说，没人能看出来
他的尿袋在哪里，因为他有个巧手老伴儿。

徐芬英为马清文做了一个既能装钥
匙、手机，又能装尿袋的小包，还把马清文
的裤子都改了改。徐芬英学会了给马清文
换药，再把引流管通过裤子上特制的洞口，
装在小包里的尿袋中。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马清文挺时髦的，走到哪里都背个漂亮的
包包。

这一招很实用，认识马清文的病人纷
纷效仿。马清文忍不住夸道：“想出这办
法，她费了很多功夫，结婚52年，她一直都
这么贴心。”

她是他的私人保健医生

她是家里的佘太君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