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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春来，作家，一级警督。照顾瘫痪的父母

双亲12年，发明照顾老人的护理工具数十件（孝
道博物馆收藏），被誉为“造器孝亲”的当代著名
孝子，身体力行诠释了忠孝两全的不凡人生。

曾获得“感动洛阳十大年度人物”“当代中华
最感人的十大慈孝人物”“当代中华新二十四孝”

“河南省直十大道德模范”“推动中国家庭文明十
大致敬人物”等诸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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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〇六 谁是真爷们
1971年1月17日

三九天的夜晚好冷好静。我家后面马号里面有
十几匹马和几辆马车，这是爸爸单位的交通工具。
晚上有事出家门，外面黑洞洞让人很害怕，靠近马号
走可以壮胆，马号有人拿着枪值夜班，野狼很聪明，
它们也不敢来这边。马号里时常传出马叫声，可是
爸爸听不到马嘶鸣的声音，有人笑话爸爸是聋子。

妈妈说爸爸曾经在大别山战场上负伤昏死过
去，被当地老百姓发现救了下来，爸爸伤好后耳朵就
出现了问题，有时候能听清，有时候就听不清，后来
索性就辞去了官职。

●今 悟
我曾经问父亲：“爸，别人都争着做官，您为什么

辞官？况且我表姨夫当年还是省委书记。”父亲说：
“我看到的死人太多了，有的男人死了，可是我感觉
他还活着；有的男人活着，我觉得他已经死了，有精
神追求的男人才是真爷们儿！”当年爸爸的话让我悟
到了，原来男人是精神动物。

49年后，我的孩子问：“爸，为什么说人是精神动
物？”我说：“物质满足属于低层次的满足，一个人最
大的不幸就是过早形成了低层次认知闭环，遮挡了
眼界，困在了物质认知的高墙之中，所以就陷入了最
低级的动物式人生活法。问题是物质的欲望是没有
止境的，注定了这个人一生要在欲望中煎熬。孩子，
在物质生活当中追求精神的富有更加重要，经营大
我追求无我。”

〇〇七 福有窍门
1971年5月13日

大墙里的人多数都认识字，树荫下开会学习念
报纸，干部总让他们念，不少工农出身的干部们大字
不识一箩筐。

为什么大墙里的人多数识字？
全家人在门前砖桌吃晚饭时，我问母亲：“妈，为

什么大墙里识字的人多，管他们的‘工农干部’里有
人却大字不识一个？”

晚风中，母亲说：“人世间是循环的，像白天和黑
夜交替一样。老天爷看不公平，就翻了一下手掌，变
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我又问：“妈，想一辈子有福，该怎么办？”
母亲说：“得福的方法不复杂，做事懂得把握度

就成。将来你做事不要只顾自己，也要考虑别人，别
在乎吃亏，这样处事，你的天地自然平衡，福就来
了。”

●今 悟
我曾经认为人有福或没福是天命所定。在这件

事上母亲的教诲让我明白，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后
天的努力改变命运，方法之一是，为自己打算的同时
也要为别人考虑,因为自然界总是趋向平衡的。

49年后，我的孩子问：“爸，我想自己福气满满，
有窍门吗？”我对孩子说：“简单来说，得福的窍门就
是‘付出’，因为月亏月圆是天道，有付出才会有所
得。生活的福气就是用敬畏之心按照自然规律处
事，比如不要熬夜，按时吃饭。” （未完待续）

“感谢你们帮我改造家里的居
住环境，地面不滑了、卫生间也安
装了扶手，很有安全感。”近日，家
住解放区新华街道鑫源社区的许
碧峰老人将一面写有“感恩政府
关爱老人”八个字的锦旗，送到了
解放区民政局。

锦旗背后，有一个温暖的故
事。2021年9月，我市将“加快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列入

“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清单，
加速织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
启动4000户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
造工程，实施家庭养老床位试点，
研究制定家庭养老床位服务内容、
机制，推动养老服务机构、医养结
合机构、社区医疗服务机构为居家
养老提供支撑，将专业服务延伸到
家庭。“解放区积极筹措300万元，
对1000户老年人家庭进行如厕洗
浴、室内行走、居家环境、智能监
测、辅具配备等进行适老化改造，
截至6月底，适老化改造项目已经
全部完成。”解放区民政局有关部
门负责人说。许碧峰老人今年80
岁，低保户，以居家养老为主要养
老方式，上了年龄的他因肢体活动
受限，生活安全系数也较低，他居
住的房子被纳入适老化改造范
围。“以前，晚上起夜上厕所很担
心，生怕昏暗的光线看不清楚，还
害怕坐在马桶上起不来。”他说，现
在这些顾虑都没有了，生活安全感
大大提升。

记者了解到，解放区民政局在

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项目开展前
期，进行了充分的宣传动员，对各
街道进行政策宣传和专业培训，以
辖区高龄低保老年人为重点摸排
对象，充分了解老人的需求。在改
造过程中，该局积极协调、全程跟
进，针对老年人提出的个性化需
求，推出“一户一策”，精准对接，做
到了让老年人满意、放心。这一举
措，大大提升了老年人的获得感、
安全感、幸福感。

当前，养老问题已经成为社会
各界关注的焦点，“无障碍”“适老
化”成为当下的社会热词。2022年
2月，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和中国残联等四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推进“十四五”特殊困难
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的通
知》，以“室内行走便利、如厕洗澡
安全、厨房操作方便、居家环境改
善、智能安全监护、辅助器具适配”
为主要目标，对纳入分散供养特困
人员范围的高龄、失能、残疾老年
人家庭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有条
件的地方可以将改造对象范围逐
步扩大到城乡低保对象中的高龄、
失能、留守、空巢、残疾老年人家庭
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以上对象统
称“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等。提
出“十四五”时期支持200万户特
殊困难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家
庭实施适老化改造，巩固家庭养老
基础地位，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居家
生活的安全性和便利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居家适

老化改造已得到了越来越多大家
庭的认可。我市不少有老人的家
庭也根据老人的需求，对居家环境
自行进行了改造。家住解放区焦
北街道花园街社区的杨先生年近
八旬，平时和同岁的老伴儿一起生
活，子女都在外地工作。去年，杨
先生的儿子找来施工人员，改造了
家里的地面，并在老人经常经过的
墙边安装了扶手，在卫生间安装了
马桶助力架和洗澡椅，还将此前的
简易坐便换成适合老人用的马桶
坐便椅。“改造之后真的方便安全
了不少，地面不滑了，如厕后起身
也能借力了，省了不少劲。”杨先生
说。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日渐
加剧，居家适老化改造也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市中医院针
灸推拿康复二区主任赵明说，摔倒
是引起老年人致残和死亡的主要
原因之一，很多老年人的摔倒就发
生在家中。老年人一旦摔倒，极大
可能会发生骨折，进而造成血栓、
肌肉萎缩、营养不良等一系列问
题。因此，为老年人营造一个安全
的居家环境，根据老人年龄的特点
和身体状况，适度对环境进行改造
很有必要。市人大代表陈靖靖说，
适老化改造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
是预防，对于行动不太方便或者需
要专人照顾的老人来说，专业的适
老化改造能大大提高他们生活自
理能力，这点应该引起子女及社会
各界的重视。

很多游客去修武县西村乡大
南坡村，都会到牛爷爷院子吃正
宗的乡土美食。网红“牛爷爷”
牛秉富的大儿媳侯卫清、二儿媳
赵青云是牛爷爷院子的主厨，她
们对乡土美食如数家珍：健腐
肉、炖土鸡、山鸡蛋炒野韭菜、地
锅菜……“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
这道菜叫地锅菜，它是豫北地区
的特色美食，也叫大烩菜、大锅
菜，很多外地游客都喜欢这道
菜，配米饭特别下饭。”今年50岁
的侯卫清笑着说。地锅菜的做
法其实很简单。需要提前准备
葱、姜、蒜、花椒等调料以及当地
种的大白菜、五花肉、红薯粉条、
小酥肉、红豆腐等。

首先处理食材，大白菜洗干
净掰成巴掌大的块，五花肉切薄
片，红薯粉条热水泡软，葱、姜、
蒜切段备用。其次，热锅倒油，
放入五花肉片直接炒，炒到肉片
半透明弯曲，油脂炼出；将葱、
姜、蒜、花椒等以及生抽、老抽倒

入锅中翻炒；加入白菜继续翻
炒，尽量让白菜都沾满油脂，这
样更香更好吃；白菜变软后，再
加入适量的水，焖煮3分钟；放入
红薯粉条、小酥肉、红豆腐，搅拌
均匀后，盖上锅盖焖煮15分钟入
味。最后，加入适量盐和味精即
可出锅装盘。“地锅菜是一道简
单又好吃的家常菜，老一辈人都
是从小吃到大，用料不拘一格，
家里有什么就‘烩’什么。很多
游客喜欢吃地锅菜，也许这道菜
能唤起他们浓浓的乡愁吧。”侯
卫清说。

居家适老化小改造
承载老年人大幸福

本报记者 梁智玲

侯卫清：

吃地锅菜吃地锅菜
享悠闲好时光享悠闲好时光

本报记者 宁江东 王梦梦

图① 侯卫清展示做好的
地锅菜。

图② 地锅菜。
本报记者 宁江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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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文学梦，上世纪80年代，

我国更是出现了文学热，并诞生了一大批作家。在我市，

《焦作日报》副刊《山阳城》更成了培养我市文学青年、作家

的一块热土。博爱县作家协会副主席樊瑞楠看到《焦作日

报》创刊65周年的消息后，勾起了她很多难忘的回忆。

昨日，追梦40年的樊瑞楠向记者深情讲述了她的文

学梦。

“

樊瑞楠。
（受访者供图）

小人书带来文学梦

上世纪70年代，樊瑞楠所居住的村
庄经常放映《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
战》等经典影片，这些正能量满满又充
满故事情节的爱国电影深深吸引着小
时候的樊瑞楠。她反反复复看仍嫌不
过瘾，便想办法找来小人书、文学原著
来读。这样一本一本看下去，潜移默
化、润物细无声，渐渐地，樊瑞楠的语文
成绩及作文竟然大有长进，作文经常被
老师当范文拿到课堂上读。老师的肯
定和同学的赞扬，让樊瑞楠备受鼓舞，
对文学更加欲罢不能，文学梦的种子就
这样种下了。

“回忆那时候，对文学真是如饥似
渴。”樊瑞楠告诉记者。

回忆过去，樊瑞楠说她当年遇到的
读书环境还真错。

樊瑞楠的父亲是书迷，家里有一些
藏书，像《封神榜》《水浒传》《西游记》
《红楼梦》等古典名著都有，还有当时流
行的现代小说，甚至有线装的《本草纲
目》，她经常埋头苦读这些书。寒暑假
樊瑞楠到亲戚家度假，这家长辈在市里
工作，家里也有很多闲书，她和表姊妹
就比赛似的进行“沉浸式”阅读，开学看
不完甚至带回来接着看。更有趣的阅
读，是在大杂院内。

樊瑞楠居住的大杂院有十来户人
家，有一长辈大不了她几岁，是大杂院
的小孩头儿。他将每个家庭里的小人
书、文学书搜集在一起，办了一个大杂
院“图书馆”，院里所有小朋友都可以免
费借阅，借阅时还要进行登记，有借还
书时间，可像回事啦。

樊瑞楠就是这里的常客。在这里，
她看过《金光大道》《艳阳天》《连心锁》，
还有很多小人书、连环画、外国文学，读
了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童年》
等，读得如痴如醉。

高中阶段，樊瑞楠也是在读闲书中
度过的。有一次，她的作文竟得了全校
第一，引起校长对她的注意。

写作被人认可，作家梦也在樊瑞楠
的心中潜滋暗长。

追寻写作路

樊瑞楠的青春正赶上上世纪80年
代文学热。她告诉记者，当时的年轻人
除了高考，就是万人争过文学这座“独
木桥”。

“有人形容那时的盛况，说隔墙随
便扔个砖头过去，就能砸着一个诗人。
王蒙、刘心武、张抗抗、王安忆、铁凝、张
一弓、路遥、高晓声……都是那时涌现
出的著名作家。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像
现在的歌迷、影迷一样追捧着当时风靡
一时的作家，但那时很少有他们作品之
外的花边新闻，我们主要追捧的是他们
的作品。”樊瑞楠说，在这些星光的照耀
下，她继续做着自己的作家梦。

可路在何方呢？《焦作日报》副刊
《山阳城》像束光，照亮了她的写作路。

1984年，22岁的樊瑞楠还是一个
小山村供销社的营业员，大自然的馈赠
无时无刻撩拨着她的文学创作激情，工
作之余学习《焦作日报》副刊《山阳城》
刊登的作品和把自己的作品投向《焦作
日报》，是向往文学殿堂的她感觉无比
神圣的事。当第一首诗《柳笛（外一
首）》变成铅字，当拿到那天的《焦作日
报》细细品读时，父母的爱不释手、全家
抢着看的兴奋，像一颗种子在她的内心
萌芽，更像一束光照亮了她前行的方
向。

“我是在《焦作日报》和这些编辑老
师的见证下成长成熟起来的，可以说是

他们改变了我的命运，在我的生命长河
里永远也忘不了这些人。”樊瑞楠讲述
自己与当时《焦作日报》副刊编辑老师
华秋娴、刘金忠、张雪琴、马万里等相识
相知的精彩片段。华秋娴老师来山区
采访，专门让乡广播站用大喇叭把有文
学天赋的樊瑞楠从村里喊到乡里，鼓励
她上电大读书深造，鼓励她笔耕不辍；
甘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老师帮她编发
稿件，用朱笔划满的圈圈点点和改动的
痕迹让她感受到了老师留在字里行间
的心血；参加焦作日报社组织成立的

“焦作市七月诗社”，以文会友、以诗会
友，听诗人刘金忠老师讲课。那采风的
篝火和诗歌朗诵会都成了难忘的点滴，
那激情满满的“七月诗社”更是为樊瑞
楠以后的诗歌和文学创作奠定了良好
基础。

“《焦作日报》给了我追逐梦想的动
力！”为了追逐梦想，樊瑞楠曾节俭伙
食，宁愿饿肚子也要买一本心爱的书；
为了追逐梦想，她曾骑着自行车跑几十
公里路从山里赶到焦作日报社去听文
学讲座；为了追逐梦想，她曾钻在蚊帐
里躲避蚊虫的叮咬，一直创作到天明；
为了追逐梦想，她曾为笔下的人物，或
彻夜难眠或嬉笑怒骂；为了追逐梦想，
她曾几度变换环境，只为离理想近些再
近些。

在一束光的指引下，从在《焦作日
报》副刊上发表作品起步，樊瑞楠在文
学道路上跑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远。被
焦作市作协吸收为会员，成为河南省作
协会员，当选河南省散文学会会员、焦
作市作协理事、博爱县作协副主席，其
作品曾多次被评为焦作市文学优秀成
果奖、“五个一工程奖”。

“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在为内心
而写作。不管文学是贫穷的还是富有
的，不管处在社会的核心地位还是边缘
地位，我一直心无旁骛。我的前半生从
《焦作日报》获取巨大的精神食粮，是
《焦作日报》最忠实的读者。今后，我要
像《焦作日报》一样，成为照亮别人的一
束光！”樊瑞楠说。

从“爬格子”到“一网情深”

曾经，因为工作繁忙，樊瑞楠渐渐
远离了她的文学梦、作家梦。后来，在
众文友的感染感召下，她重拾旧梦，中
年以后再出发，不过改由过去的“爬格
子”为现在的“一网情深”。

樊瑞楠创作的长篇小说《乡镇政
府》在大型文学网站连载，2013年8月
正式出版，受到广大读者好评尤其是受
到乡镇人员的追捧，他们说这是乡镇人
员工作的教科书。《大河网》《焦作日报》
《焦作晚报》《焦作文学》《青天河》及博
爱电视台等对该小说进行了专题报道
和评论，焦作日报社资深编辑张国柱说
其是“一轴乡镇风情画”，河南省作协会
员、博爱县原作协主席现名誉主席李福
祥说其是“怀川版的《一千零一夜》”，中
国作协会员、焦作市作协常务理事、博
爱县作协常务副主席黄凌评论其是“一
部让你回味的乡土小说”。此外，焦作
市作协副主席、秘书长、著名文学评论
家杨清喜以《行进在乡镇的改革开放》
为题对该小说进行了专题评论，发在
《山阳论坛》2015年第4期，并给樊瑞楠
寄来了样刊。据悉，此小说获焦作市第
十届“五个一工程奖”。

如今已近耳顺之年，樊瑞楠依然笔
耕不辍，养花、写作，过着独属于自己的
文学人生，出版有诗文集《在风中歌唱》
《白云深处》等。目前，她正在写一部长
篇小说。

人会从年轻变年老，但文学梦永远
青春，永远让人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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