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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不经意间，岁月染白了父母

的双鬓，他们一天天变老。在不
同的年龄阶段，与父母相处有不
同的方式。很多人发现，父母退
休后，性格出现了“反转”：年轻时
脾气随和的爸爸，变得越来越固
执；年轻时爱热闹的妈妈，变成了

“宅女”；年轻时说一不二的父母，
变得爱使性子、耍小脾气……这
是怎么回事？此时，我们应该如
何与父母相处？

市民顾女士最近为家里的
事情烦恼。为啥？因为74岁的
母亲最近特别爱耍小脾气，就说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顾女士一家
和弟弟一家一起来看望父母，商
量着吃团圆饭。说起团圆饭在
哪儿吃，母亲耍起了小脾气。“爸
爸说在自己家吃，妈妈说又热又
累，不同意；弟弟提议去饭店吃，
妈妈嫌味道不可口、不健康。总
之，不管怎么办，都不能让妈妈
满意。”顾女士说，“就因为这件
小事，妈妈连续好几天都生闷
气、不高兴。”

让顾女士不理解的是，最近
这几年，母亲不知道什么原因像
变了一个人。在顾女士的印象
中，母亲年轻时脾气随和、勤俭
持家，特别能包容别人，她和弟
弟在母亲的照顾下，特别幸福，
是亲戚朋友羡慕的对象。随着
他们慢慢长大，母亲肩上的担子
一点点减轻，脾气却变得越来越
差，经常莫名其妙对家人发火，

似乎对任何事情都不满意。尤
其是最近一年来，每次家庭聚
会，母亲总会为各种小事闹情
绪、生闷气，气氛十分尴尬。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很多
人都有和顾女士一样的烦恼。

“老人家忍辱负重，压抑了一辈
子，如今终于爆发了。”市民王女
士说。她的母亲年轻时有和顾
女士母亲相似的生活经历，如今
也经常发脾气，子女不在身边
时，母亲每天都要对着父亲发脾
气。王女士说：“妈妈发脾气时，
总要讲述她年轻时受的苦。我
随着附和几句，妈妈的气慢慢就
消了。”在王女士看来，这是因为
子女都不在身边，忙碌了一辈子
的母亲很孤独，渴望得到家人的
关注。

性情发生变化的不仅有母
亲，父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市
民姬女士说，父亲退休后，脾气
变得十分倔强，说一不二，认准
的事就一定要做，完全不听别人
的建议。“我爸退休前是一名工
程师，长期在外地工作，只有节
假日才回来和我们团聚，在我的
记忆中，爸爸很随和，给了我和
弟弟全部的爱，可现在完全不同
了。”姬女士说，“不久前，我爸迷
上了听健康讲座，每天天不亮，
就和邻居张叔到家门口的保健
品店听讲座，俩人听完讲座还一
起交流，购买了各种各样的保健
品。明明知道这些保健品都是

骗人的，可爸爸就是不听劝，直
到花两万多元买回一堆产品才
罢休。为了帮爸爸改变固执的
习惯，我想了很多种办法，甚至
请来了心理医生，最终无济于
事。”

还有不少人发现，退休后的
父母变得像个老小孩，越来越黏
人。“只要我不在家，我爸就会一
遍遍地打电话询问‘在哪呢，什
么时候到家’，让我很紧张。”市
民刘女士说。问起父亲为啥要
一遍又一遍打电话，他却说：“打
电话并不是让你回来做什么，也
不想打扰你的生活，但就是控制
不住。”

刘女士说，父母已年近八
旬，他们有这样的行为也可以理
解，但让她无所适从。她说：“虽
然父母身体尚可，但毕竟也上了
年纪，他们只要一打来电话，我
就特别紧张。”上周因为工作上
的事，她的手机短暂关机，等开
机后发现，家里打来了13个电
话，她急得赶紧往家赶，到家后
却发现父母正在看电视，早已忘
记了打电话的原因，这让她哭笑
不得。我市国家级心理咨询师
朱女士说，如果老人过分依赖家
人，可能患上了老年性分离焦虑
症。她建议老人尝试精神转移
法，加入一个志同道合的社会团
体，与老伙伴一起相约寻找自己
的快乐，适当转移过于集中到子
女身上的注意力。

炎炎夏日，从早到晚的高温对糖
尿病患者来说是一种挑战。出汗、头
昏、眼花、心慌、胸闷、乏力……夏天出
现这些症状时，很多“糖友”往往会觉
得自己中暑了。市第五人民医院老年
病专家杨静提醒，除了中暑外，出现这
些症状还可能是低血糖或者血糖过高
出现酮症，“糖友”要注意并加以区别。

陈阿姨身患糖尿病多年，对她来
说，最难熬的就是夏天。她说，自己特
别怕热，与其他人相比明显不耐热，稍
微活动就会汗流浃背，还有头晕的症
状。杨静说，这与糖尿病患者对身体
环境变化不敏感有很大关系。对于老
年糖尿病患者来说，很多人会有自主
神经功能障碍，这就使得他们对环境
温度变化反应迟钝，体温的自我调节
能力差。在高温环境下，虽然有时热
量已积蓄在体内，但“糖友”往往感受

不到，因此比普通人更易中暑。
天气炎热时，糖尿病患者如果不

注意及时补水，易导致血糖升高，出现
糖尿病酮症。糖尿病患者在夏天出现
口干、多饮、头昏、发热症状时，首先会
想到自己可能中暑了。其实，因血糖
较高出现糖尿病酮症的症状与中暑较
为相似，此时如果未能及时准确治疗，
容易发展为糖尿病酮酸中毒，严重者
甚至会危及生命。“千万别把糖尿病酮
症或低血糖当成中暑，一旦出现相关
症状，一定要及时寻找医生诊断，以免
延误病情。”杨静说。

夏天，人们普遍胃口不好，相对饮
食清淡，人体消耗大，出汗又多，糖尿
病患者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也比较多
见。值得注意的是，低血糖的症状跟
中暑也有相似的地方，包括头晕、眼
花、心慌、心跳加速、注意力不集中

等。但不同之处在于，低血糖者往往
有明显的饥饿感，出冷汗、皮肤发凉，
而中暑者一般不出汗，皮肤会出现明
显干燥、发红，体温偏高。

糖尿病患者如何安全度夏？杨静
提醒，一是切忌自行停药。如果患者
觉得最近出汗多、吃饭没胃口，最好请
医生调整一下服药量，不能自行减药
甚至停药。二是加强血糖监测。根据
监测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三是
防止中暑。夏天出门最好打伞，避开
中午气温最高的时段，随身携带一些
防暑药品。糖尿病患者一旦发生先兆
中暑症状，家属应迅速为其物理降
温。将中暑者置于室内常温下，用湿
冷毛巾或冰袋置于头部、腋下、腹股沟
等大血管处，以冷水或50%的酒精擦
拭四肢、全身皮肤，直至皮肤发红，同
时用电扇吹风散热，并及时送医。

本报讯（记者梁智玲）你对目前的退休
生活是否满意？你的退休生活有哪些精
彩？你是不是在寻找展示精彩晚年生活的
平台？来吧，拨打电话13523340604，我们
为您提供展示的好机会。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人
们的养老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老年人的养
老需求从老有所养逐步向老有所乐、老有
所为转变。本报《咱爸咱妈》版开办以来，
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支持，版面刊登
的一大批关于老年人的报道，得到读者的
认可和欢迎。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人，展
示老年生活的精彩，现面向社会征集线索。

这次线索征集的范围十分广泛。如果
你喜欢文学、艺术、摄影，可以来晒晒作品，
展示丰富的精神生活；如果你是旅游、美食
达人，可以来讲讲自己的故事，向大家分享
经验和乐趣；如果你对老年生活有好的想
法和建议，也可以拨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
会搭建平台，邀请更多老年人参与讨论，一
起分享晚年生活的乐趣。

以前，我们是“小小孩”，父母无
微不至照顾我们成长；现在，“小小
孩”已经长大，父母却变成了“老小
孩”，让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老小
孩”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父母
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发生了很大变
化。与他们相处，要努力做到理解、
顺应、陪伴。理解“老小孩”，父母慢
慢变老是自然规律，谁也阻挡不了，
理解这一点，主动接纳老人在行为
和心理上发生的改变，问题迎刃而
解。顺应“老小孩”，子女不仅要在
行为上顺应，还要在语言上顺应，只
有顺应了老人，让他们获得认同感，
他们才有可能采纳我们的建议，转
变自己原本固执的念头，从而作出
相应的改变。

俗话说得好，陪伴是最长情的告
白。事实上，我们的父母之所以变成

“老小孩”，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生活空虚、寂寞造成
的。正因为此，与“老小
孩”相处时，应多一些用
心的陪伴，少一些抱
怨；多一些耐心的倾
听，少一些反驳。

本报记者 梁智玲

用爱包容父母
□梁智玲

晚年生活很精彩
老年朋友来展示

出汗、头昏、眼花、心慌、胸闷、乏力……

炎炎夏日，“糖友”警惕这些症状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母亲打电话说姥姥突发
脑溢血，进了 ICU。手术之
后，姥姥一度清醒，随即又陷
入昏迷直到离世。想起工作
确定后，我曾跟姥姥说有机会
要带她到武汉游玩，然而疫情
之故，终归没能兑现。

其实，在儿时的印象里，
姥姥并不算和蔼，加上我小时
候淘气散漫，因此挨批在所难
免。尽管如此，姥姥却不让人
感到生分和畏惧，在溺爱的放
纵与严厉的苛求之间，她总能
把握住那分微妙的平衡。小时
候不懂得那种分寸感究竟从何
而来，后来慢慢大了，才明白
姥姥教训子孙，总是摆事实讲
道理，天然先占了威严的高
地，然后高高举起、酌情放下，
让人无话可说，也无气可怨。

现在再想起，感受到所谓
“隔辈亲”，更多是我长大以后
的事情。大概是初中那会儿，
有一次帮姥姥在厨房轧面，从
狭窄逼仄的里间起身时，突然

感到空间的局促，同时也发现
姥姥缩成了一小团，坐在小椅
子上，她也惊异地望着我，估计
心想她的外孙已长成一大坨
了。也就从那时起，姥姥的形
象在我印象里开始变得固定，
她的活动范围总是那小小的
三居室，里面的家具和装饰几
乎30年不变，出行最远不过家
属院门口那方勉强可称为小
花园的地方。我差点儿忘了，
姥姥曾在我打破了邻居家的
窗户后，跑去建材市场与小贩
讨价还价买玻璃；在因为我捣
蛋被老师滞留学校时，到学校
跟老师斡旋然后把我提溜回
去……姥姥慢慢变得很和蔼，
见面的场景似乎已定格：每年
到了寒暑假，我从外地回来，然
后照例去问安，她盘腿坐在床
沿，我歪在对面的沙发上，进行
一番祖慈孙孝的对答。

我曾经面临过几次艰难
的抉择，回头想来，相较于我
问安于姥姥时的敷衍，她总是

会细细询问我所遇到的事态
情形，但从不轻易给出意见，
而是从中体察出我可能都没
有发现的偏好，然后给予我理
解和鼓励。其实，姥姥每天必
看《新闻联播》，也订阅有报
纸、杂志，从来对家长里短无
所议论，反倒对孩子们的事业
心性更为关注。后来，我交了
女友，姥姥听说女友学业较我
更为优秀，非常高兴。

再后来，我和女友结婚，
当时还没有疫情，亲朋好友来
了好几十桌。仪式上安排姥
姥讲话，考虑到她年近九旬，
中气不足，便叮嘱她简单祝福
即可，不想她拒绝搀扶，稳稳
走起，然后取出提前拟好的大
纲，字正腔圆地发表演讲，成
为全场的焦点。随后，她更是
周旋于两家众多亲友之间，丝
毫不显疲态。

姥姥上了年纪需要人照
顾，但她不肯找保姆，坚持独
立生活。虽如此，但母亲是家

里的小女儿，又在医院工作，
最得姥姥依赖。老人上了年
纪，就不免孩子气，母亲有时
也不免烦恼。不过，姥姥虽不
时胡搅蛮缠，但从不意气用
事，非常清楚任性的分寸，拿
捏得母亲无可奈何。但这些
从来都只是在家中母女之间
的斗智斗勇，凡是出门办事，
或接待亲友，姥姥从来都是自
行收拾利落、穿戴齐整，然后
认真倾听、慢条斯理地回应。

姥姥这次发病来得很急，
但术后当天就清醒了，在宽慰
了孩子们后，她又沉入半睡半
醒的有无之境。我想，姥姥此
番神游，一是成全了家中子女
临终侍奉的孝心，二是去看了
看过去一直想看却没看过的
身在外地的孩子们，看到孩子
们一切安好，才放心离去。姥
姥操持与骄傲一辈子，到了最
后也是这样的体面和周到。
外孙无以为报，只能聊作此
文，以为纪念，呜呼哀哉！

清晨起来散步，走到大街
上看到三盘石磨正在磨碾
转。随着“嗡嗡嗡”的石磨转
动声，一根根碧绿、鲜嫩的细
长条，散发着缕缕清香，旋转
着苗条的身姿，从磨缝里争先
恐后地跳了下来。不一会儿，
磨盘上就像垛墙一样堆起了
一圈碾转。南来北往的人们
纷纷停下脚步，一边观赏着、
品尝着，一边拿出手机付款，
准备和家人分享这一初夏的
美味。

作为优质小麦产地的温
县，更是碾转的故乡。当小满
前后小麦灌浆饱满，麦粒已汁
水充足之时，便是制作碾转的
最佳时机。每年伴随着五月
的芬芳，温县城乡的大街小
巷，到处会传来叫卖碾转的吆
喝声。粮食紧缺的贫穷时代，
碾转只是人们维持性命的应
急食物。每到夏初青黄不接

之际，农民为度饥荒，往往提
前割取少量尚未完全成熟的
小麦制成碾转，以填饥饿之
腹。有的甚至用早熟的露仁
麦（麦子的一种，成熟后麦皮
自然裂开，露出麦粒，故叫露
仁麦）和大麦制作碾转，但其
味远不如小麦香甜。特别是
大麦的麦皮很难搓掉，磨成的
碾转粗糙难咽，不好消化。

上世纪60年代初，刚散
了集体食堂的农民分的粮食
很少，生活极度困难。好在每
户都有自留地，种上一些小
麦、露仁麦、大麦等庄稼。立
夏过后，小麦开始灌浆时，早
熟的露仁麦和大麦已渐渐黄
了梢，人们便迫不及待地用它
们制作碾转。记得有好几年
的初夏时节，天才刚刚亮，我
便跟着母亲迎着晨曦来到村
东的自留地，用镰刀割下露仁
麦，母亲抱一大捆，我抱一小

捆。回到家中，我立即将麦穗
一把一把捋整齐，母亲则抓住
麦穗在搓衣板上把麦粒搓掉，
再用簸箕将麦糠簸去，然后将
麦粒淘洗干净，倒在锅里，添
点水，点上火，用锅铲不停翻
炒到八九成熟时捞出。稍一
凉凉，又倒在簸箕上再用手将
麦皮搓去簸掉。这样边搓边
簸，反复多次，直至麦粒干净
为止。

接下来，母亲将簸净的麦
粒装进大斗篮，来到磨坊，把
麦粒倒在磨顶上，抱起磨杠推
起来。我边学着母亲的样子
帮她推磨，边瞪大眼睛盯着磨
缝。当像小虫子一样的碾转
从磨缝里爬出，我便急不可耐
地抓起一把塞进嘴里，顿时一
股特有的麦香亲吻着我的味
蕾。我吃了一把又一把，尽情
地享受着这难得的美味，直到
母亲劝阻我为止。

回到家中，母亲将碾转倒
在盆里，加上香油和蒜泥搅拌
均匀。一家人在分享这人间
美味的同时，也庆幸粮食终于
接续上了，不用再忍饥挨饿
了。再过段时间，小麦也渐渐
灌浆饱满，用它做成的碾转更
加香甜可口。在半个多月的
时间里，可以多次磨碾转、吃
碾转，解了人们的饥饿之苦。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缺
吃少穿，忍饥挨饿的苦日子，
早已埋入了记忆的深处。现
在，我们一年到头各种美食应
有尽有，可大伙对碾转仍十分
青睐。每到小满前后，只要

“嗡嗡嗡”的磨碾转声响起，我
总会买上一些用蒜汁拌着吃，
或与鸡蛋一块炒着吃。其独
特的美味不仅勾起我对儿时
苦难生活的回忆，更让我久久
地沉浸在新时代满满的幸福
之中。

自从换上智能手机后，我的
兴趣更加广泛，不仅会发语音、
视频通话，还学会了拍短视频。

说来话长，弟弟比我小9岁，
但也老大不小了，经常写诗词、
拍视频，屡屡收到好友点赞。高
兴之余，他常点开视频让我欣
赏。我看后也不停地为他的杰
作拍手叫绝，只是惋惜自己不
会。弟弟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
说：“哥，你想学我教你。先下载
一个软件，然后点开软件……”
弟弟边说，边拿过我的手机操作
起来。知道我爱朗诵、唱戏，他
又说：“你点下边中间的‘+’号，
马上出现个红圈，再点‘分段
拍’，选择你需要的时间，就可以
或唱或朗诵了。”他又指导怎样
发布、怎样给人点赞等，我虽年
近七旬，但“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他的指导下，我很快学会了玩
短视频。

从此，每天我乐此不疲，不
是朗诵唐诗宋词，就是吼一吼国
粹京剧或地方戏老怀梆，时常引
来异地他乡、相识或不相识的粉
丝们送“红心”捧场。我的朗诵
或唱段视频发出两三天，竟然收
到几百个来自五湖四海朋友们
的点赞。看到朋友们用不同赞
美的图标点赞和妙语连珠的夸
奖后，我如沐浴在春风里一样欣
喜，有时觉不睡、饭不吃，也要看
看自己发的短视频被点赞的名
次攀升了多少。孩子们见我恋
短视频如痴如醉，夸我“返老还
童”，听着他们的夸奖，我心里特
别舒坦。

我玩短视频也有一个原则：
宣传正能量，绝对不发布低级趣
味、祸国殃民的东西。因此，每
每我发布的短视频点赞率飙升
不下，在几百位粉丝的称赞中自
己也陶然自乐。

虽说暮色晚，不是岁月终。
岂能无所求，星斗胸中升。
何叹桑榆晚，山高我为峰。
夕阳黄昏近，依旧撞晨钟。

投稿邮箱：

jzwbwq@163.com
（请注明姓名、电话及具体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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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羊啦羊奶粉买3赠1
那拉丝醇益生菌配方驼乳粉500500元元//22罐罐

那拉丝醇全脂驼乳粉700元/22罐

那拉丝醇儿童配方驼乳粉298元/罐

数
量
有
限

先
到
先
得

养羊啦羊奶粉236元元//罐罐（（800800gg））

那拉丝醇驼奶粉大回馈

忘记年龄
□王永红

拍视频乐陶陶
□杨述道

初夏的美味
□朱立明

□□孙大坤孙大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