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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南坡村的西小
庄，一棵古老的国槐郁郁
葱葱，显示着旺盛的生命
力。南坡赵氏宗祠碑刻记
载 ，明 洪 武 四 年（1371
年），赵五佬偕侄子赵玘奉
朝廷之命南迁，由山西省
潞安府高平县长治镇迁徙
至河南省怀庆府一带。初
到这陌生的地方，叔侄二
人植下国槐用以寄托思乡
之情。600多年来，老槐
树护佑着赵氏子孙在这片
土地上男耕女织，生生不
息。

抗日战争初期，我党
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修
武县志》记载，1938年，中
共西小庄党支部闻名豫
北，22户人家中20户有共
产党员。西小庄首任党支
部书记赵明，作为中共修
博武中心县委的代表，
1939年远赴山西武乡，参
加中共北方局召开的晋冀
豫边区党的代表会议，受
到朱德、彭德怀的接见。
2009年9月，中共焦作市
委组织部等12家单位评
选出了30位“为新中国成
立作出突出贡献的焦作英
雄模范人物”，赵明便是其
中之一。

大南坡村，一个群英
荟萃、藏龙卧虎之地，抗日
战争时期这里是南太行的
红色堡垒，享有“修武县抗
日模范村”之美誉。战争
年代，这个仅有300人的
村子就有50多人参军入
伍、近20人从事地方革命
工作，因而涌现出一批父
子英雄、叔侄英雄、兄弟英
雄、兄妹英雄、夫妻英雄。

西小庄古槐旁边一户
普通的农家院里，走出了
我军两位营职干部——赵
连枝、赵胜利。父子二人，
一个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
战，一个为建设新中国努
力拼搏。

赵连枝，1923年 1月
出生，少年时放牛，16岁后
开始种地。20岁那年夏
季，旱灾、蝗灾加匪灾，穷
苦百姓走投无路，为了不
被饿死，他被迫干起了伪
区干队，吃不饱还受尽兵

痞子的欺负，逃回老家。
中共地下党区委负责人赵
玉对他说，八路军人人平
等，是救穷人的队伍，他就
毫不犹豫参加了县大队。
半年后，由担任大队长的
老红军江春贵和尹帮先介
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培养
教育下，他一天天在进步，
特别是1948年1月参加了
沁阳赵寨整党后，其政治
思想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赵连枝也通过战斗考验，
由战士逐步成长为连级指
挥员，参加过解放修武、博
爱、武陟、新乡的战斗。
1949年1月，他担任华北
独立七旅二十团三营副营
长，次年1月升任营长，获
得了独立自由奖章和三级
解放勋章。战斗中，他多
次负伤，新中国成立后被
定为三等甲级残废军人。

1958年，那是一个火
红的年代，从互助组、合作
社到人民公社，翻身做主
人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探索着社会
主义建设的新路子，掀起
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
潮。春季里，修武县委规
划建设大东村支援水库，
平原地区的董村、陈村和
文案几个乡与南坡乡当地
的群众联合开展了大会
战。赵连枝在部队听到这
些消息，心潮澎湃，真想回
到家乡，参加建设。

5年炮火硝烟的经历，
15年的军旅生涯，铸造了
赵连枝军人钢铁般的意
志。战争年代，由于医疗
条件限制，赵连枝体内的
弹片无法取出，时常引起
疼痛，1958年10月经部队
批准复员回乡。

回到思念已久的家
乡，从部队营职指挥员变
成大南坡村的农民，他与
村里其他复员军人一样，
时刻牢记我党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转换角
色，随全村群众投身到轰

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

这年秋季，全国掀起
了大办钢铁运动，修武县
也不例外，在大东村、三门
河口和当阳峪山口建立几
处冶炼厂。南坡乡的群众
在大东村至孟泉村的山坡
上挖矿石，然后人工背到
山门河口的土高炉。在川
流不息的劳动人流中，经
常见到赵连枝忙碌的身
影。尽管身上还有弹片，
可是军人的意志激励着
他，咬牙坚持，他干起活来
从不落后。

回乡之初当了村里的
事务长，1959年秋天，赵
连枝挑起了大南坡村党支
部书记的重任。他与支部
成员赵法先、赵怀先等人，
带领群众为改变贫穷面貌
而艰苦奋斗。

上世纪70年代初期，
国家大力提倡兴办五小工
业，同为新乡地区管辖的
获嘉县以及西村公社先后
来到大南坡建井采煤。赵
连枝抓住机遇，在获嘉县
和西村公社的帮助下，村
集体也开办煤矿。这一举
措为后来村里的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

集体经济有了实力，
新建了大队部、演出剧场、
供销社门市部和修武三中
新校园。建好了各项基础
设施，又着手发展交通运
输。通过虎路峪村的军队
干部康星火帮助，买到了
一部武汉嘎斯卡车。随
后,添置了两台拖拉机，一
台是东方红履带车，另一
台是胶轮车，农忙时服务
农业生产，农闲时也可跑
运输。村办面粉厂，是西
村公社第一家，让群众告
别了人工磨面的时代。

在普通农家还靠听半
导体收音机娱乐的时候，
大南坡家家户户都领到了
村里发的电视机，成为全
县第一个电视村。为了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村里还

新建了一座影剧院。县里
新建招待所、影剧院，大南
坡村都是无偿支援。

赵连枝就像领头雁，
几十年带领党支部一班
人，发扬我党优良传统，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组织群
众发展经济、发展文化事
业。所取得的成就，在上
世纪80年代初就位于全
县前列。一个欣欣向荣的
山村，引得山外人羡慕不
已。影剧院、大队部、面粉
厂、修武三中等基础设施，
显示着大南坡的繁华与辉
煌。

由于战争年代多次受
伤，退伍后为发展集体经
济长期忘我操劳，赵连枝
积劳成疾，于2001年2月
不幸因病离世。

赵连枝为振兴大南坡
村所做的成绩，全村干部
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
间。2021年5月18日，大
南坡村口小卖部里，93岁
高龄的赵法先老人回忆起
大南坡的发展之路。他在
人民公社化以后开始担任
生产大队长，与赵连枝默
契合作20多年，直到1984
年服从组织安排，二人同
时退了下来。

老人家说，赵连枝过
去是军队干部，性格耿直，
办事公道，一心为公不图
私利。村里几个干部都学
习他大公无私的精神，服
从他的指挥。20多年里，
几个大队干部团结合作，
齐心办事，成绩摆在那里，
群众都看得清清楚楚。没
有赵连枝这样的党支部书
记，大南坡村就不会建设
得这么好。话语间，老人
流露出对老搭档深深的缅
怀之情。

图① 赵连枝的复员
证明。

图② 赵连枝退伍前
拍于吉林长春。

（照片由其子赵胜利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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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市民李女士最近为七旬父
亲的新爱好烦恼：“特别喜欢买
东西，不管是有用的还是没用
的，买回来都囤积在家里，好像
成了‘购物狂’。”对此，国家级
心理咨询师宁启智说，老人迷
恋上疯狂购物可能只是表象，
这种现象的背后，可能有需要
解决的心理问题，子女应多加
关注。

平日，李女士和父亲不在
一起居住，每逢周末、节假日，
她和爱人会带着孩子到家里看
望父亲。春节过后这几周，李
女士每次回家都会发现家里的
东西又多了一些。“有一间屋子
堆满了纸箱，都是拆下来的包
装，父亲买来的东西有厨房用
的、有食品，还有各种玩具、衣

服、生活用品，家里简直成了超
市。”她说，“这些东西大多数都
是父亲从网上买来的。他会一
边给我介绍购买这些物品的网
站，一边讲解这些物品的价格、
用途，显然对购物体验很满
意。”

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
人，以前很少自己买东西，现在
为啥会变了个样？“我一个人在
家里没事干，也不喜欢出门和
别人交流，在购物网站看看直
播，顺便买点喜欢的东西，时间
过得很快。”父亲的话，让李女
士陷入沉思。原来，父亲把购
物当成了排遣孤独情绪的一种
方法，借此来缓解心理问题。
一时间，内疚感袭来，她感觉对
父亲的陪伴太少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
着智能时代的到来，电视购物、
网站购物、手机APP购物被很
多老人熟知，70岁以下的老人
中，很多人在子女的帮助下，用
上了智能手机，开启“触网”生
活模式，这让他们购物多了新
选择。正因如此，一些老人把
购物当成了排遣情绪的方式，
从中体会快感、乐趣。“从选择
物品、收取快递、拆包裹的过程
中，体会新鲜感、期待感很有意
思。”67岁的石女士说。在生
活中，一些老人因为独居、健康
状况下降、社交活动不多等原
因，渴望从实实在在的物品中
获得安全感、产生情感链接，让
自己内心有所依靠。对内心缺
乏安全感的老人来说，每一次

购物都是为了“拥有”，为了消
磨时间，至于自己究竟能不能
用上，并不重要，物品本身对他
们也毫无意义。

“父亲看到家里堆积如山、
又用不上的物品，有时候也会
后悔。”李女士说。父亲在向子
女一一介绍完自己购买的物品
后会唉声叹气，称“买这些东西
没用处，都是负担”，还会要求
子女把这些东西都带走。该如
何帮助父亲，走出“痴迷购物”
的误区呢？宁启智说，首先，子
女可帮父母梳理所购买物品的
种类，养成理性消费的习惯。
比如把想买的东西进行分类：
想要但不需要的；可能需要的；
真的需要的。清楚分类之后，
再进行理性购物。其次，如果

父母突然出现过度购物的情
况，子女应该关注老人消费背
后的心理需求，只有真正解决
了心理问题，才能抑制“买买
买”这一行为，缓解疯狂购物过
程中从满足感到愧疚感的复杂
情绪。李女士可与父亲好好聊
聊，必要时可寻求专业人士的
帮助，从心理需求上去解决问
题，让父亲所焦虑的、害怕的、
担心的问题“晒晒太阳”，从心
底获得自由、获得快乐，从而减
少“买买买”的行为。第三，子
女应抽出时间多陪伴父母，鼓
励父母培养适合自己的兴趣爱
好，如唱歌、绘画、舞蹈、户外锻
炼等，引导父母多参加社交活
动、多与人交流，把注意力从购
物消费上转移出来。

文化志愿者绽芳华

早春三月，春风拂面。3月7
日、8日，解放区老年大学文化志愿
者把精彩的文艺节目送进小区，丰
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展示了新时代
老年女性的风采。

刘燕是一名文化志愿者，退休
后，她没有闲着，和朋友们一起报
名学起了舞蹈、朗诵等，丰富退休
生活。她说：“退休后有充足的时
间，趁着身体好，充分利用每一分
每一秒，把老年生活过得充实，既
愉悦了自己，也锻炼了身体。”

今年的三八妇女节，解放区文
化馆组织文化志愿者在新华街道
西城家园小区、影视城广场开展文
化演出活动，刘燕和其他志愿者一
起报名参加。她和姐妹们在一起
排练、化妆、表演，展示了新时代老
年女性的风采，传递了正能量，虽
然劳累，但满怀欣喜。

记者从3月8日的演出现场了
解到，在现场参加活动的文化志愿
者平均年龄为65岁，她们精心准
备的文艺节目异彩纷呈，以多种形
式歌唱祖国，爱我家乡，讴歌时代
的幸福美好生活，展示了女性风
采，赢得了群众的一致认可。“女性
也顶半边天，这些志愿者人老心不

老，展现的精气神值得我们学习。”
现场的一名观众说。

高龄老人收获欢乐

“这个节日过得很有意义，我
们是节日的主角，在欢快的气氛
中收获了感动、幸福。”3月 8日，
居住在焦作蕾娜范老年公寓的一
名老人参加了主题为“与春同行，
让美绽放”的户外活动，幸福满
满。

当天，为激励女员工立足岗
位、开拓进取的工作热情，丰富老
人在公寓的生活，焦作蕾娜范老
年公寓组织了户外活动。参加活
动的人员包括女性员工、身体条
件允许的女性长者。爱的魔力转
圈圈、狭路相逢勇者胜、气球接
力、你比我猜默契大比拼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让现场每一位参与
者都沉浸在欢乐中。一名八旬阿
姨说，她在退休前是一名老师，如
今经常能回忆起工作时的场景，
当天的活动让她仿佛重返当年，
特别有融入感。

记者了解到，与年轻女性相
比，一些高龄老人更渴望社会的参
与感，在这个属于女性的节日里，
我市很多养老院、社区开展为女性
长者送温暖、送鲜花等活动，让她

们体会到来自社会的关爱。

在祝福声中收获幸福

节日里，女儿的一声“妈妈，您
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让今
年刚刚办理退休手续的贾女士倍
感幸福。她说，节日里总能收到女
儿的祝福，这一声声甜美的祝福，
足以让一辈子的劳累烟消云散。

今年55岁的贾女士已经把退
休生活规划好了，她说：“退休后闲
暇时间多了，要多陪伴年逾八旬的
父母，还要抽出时间丰富自己的生
活，把生活过得再精彩。”在女儿的
支持下，她在网上报了瑜伽、陶笛
两门课程，准备开始系统学习。女
儿为她精心挑选了练习器材，还专
门收拾了一个房间，作为平时她学
习使用。

贾女士说，女性在步入老年
后，随着身体各项机能的衰退，很
容易出现不良情绪，影响身心健
康。其实，在这个人生阶段，优雅、
美丽、自信仍应该是生活的主旋
律，此时，不妨尽早明确生活目标，
给自己多一些信心，让幸福之花持
续开放。

上图 女性文化志愿者在表
演节目。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部分认知能
力会有所衰退，社会适应性也会有所下降，
女性尤其明显。对银龄女性多一些关爱，
是社会层面的话题，应该引起每个人的关
注。

对银龄女性多给予身体健康方面的关
注。步入老年，女性的身体状况发生了较
大变化，健康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
题。如果身边有银龄女性，如妈妈、奶奶、
外婆等，不妨带她们定期参加体检，了解她
们的健康状况，给予关心。

对银龄女性关怀莫忽视了心理健康。
女性为家庭、事业奉献了一辈子，步入老年
后易产生失落、抑郁等心理问题，关爱银龄
女性，应从关注其心理状况入手，及时帮助
她们疏导不良情绪，助其养成健康、向上的
生活状态。可引导她们融入社会，参与积
极的社交活动，做自己情绪的主人、生活的
主角。

老年人的别样三八妇女节
本报记者 梁智玲

三八妇女节，老年女性朋友们如何

过节？当天，她们是文化志愿者，把最精彩

的节目送给大家；她们是自信优雅的妈妈，

在儿女的祝福中体会到幸福；她们是辛苦付

出一辈子的老人，在欢快的娱乐节目中绽放

笑容……这个节日，老年女性朋友们过得别

样又精彩。

“

老人迷上“买买买”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本报记者 梁智玲

请给银龄女性
更多关怀

□梁智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