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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春来，作家，

一级警督。照顾瘫
痪的父母 12 年，发
明照顾老人的护理
工具数十件（目前
收 藏 于 孝 道 博 物
馆），被誉为“造器
孝亲”的当代著名
孝子，身体力行地
诠释了忠孝两全的

不凡人生。
其曾获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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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荣誉称号。

■记者手记

二四七 换命之念
2008年1月15日

夜幕降临了。
“殷忧不能寐，苦此

夜难颓。明月照积雪，朔
风劲且哀。”诗人谢灵运
仿佛在用他的《岁暮》与
我诉说衷肠宽慰我。

踏雪去筹钱。
路上肆虐的雪花纷

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凛冽
的东北风一阵一阵吹过，
仰望雪夜的天空以泪乞
求上苍，可否用儿子的命
换取父母的健康？

绝望，绝望……绝望
中追问上苍，为什么让人
间生离死别！

没有借到钱，该借的
都借了。

今天是周二，公休假
也用完了。

●今 悟

战争年代，父亲曾经
拼命掩护过战友。我心
头也曾冒出用自己的命
换取父母长命百岁的念
头。舍命舍身为他人，这
也是一种信念的传承。

12 年后，我的孩子
问：“爸，您怎么会有舍命
救爷爷的念头？”我对孩
子说：“这是家道的传承，
你奶奶当年不也是以命
救你太姥的命吗！当年
爸爸看到你爷爷生命垂
危，自然萌生了用自己的
命换取你爷爷长命的念
头，尽管爸爸知道这是你
爷 爷 奶 奶 绝 对 不 允 许
的。”

二四八 家国天下
2008年1月16日

雪夜，病房里，我欲
哭无泪。

为了保存家人体力，
我让妹妹回去休息。妹
妹说：“哥，让我也留下，
你一个人不行！”

我说：“都耗在这里
不是常法，不能都熬垮，

我一个人可以楼上楼下
照料爸爸妈妈。”

妹妹只好走了。
我一个人留在了病

危的父母亲身边，心情是
悲壮的，因为我知道今夜
父亲很难闯过去了。望
着昏迷中的父亲，我感觉
自己的身体向下沉……
咬紧牙关坚持，我豁出这
条命了，陪父亲一起抵抗
死神。

只有坚持、坚持、再
坚持，才能坚守住父母的
生命，我还期盼奇迹发
生，让父母能挺过来。

爸爸是抗战英雄，一
定能挺住！

●今 悟

当年，我似乎消耗得
只剩下一条命了，这不是
狭隘的尽孝，邵元华教授
说:“历史上中华民族每
到危难的关头是孝文化
发挥了作用，拯救了我们
这个民族。”救父母与救
国同理，也是救家，家国
同构，由孝连接。

12 年后，我的孩子
问：“爸，救父母与救国一
样吗？”我对孩子说：“一
样的。有父母才有家，有
家才有国。文天祥将国
家比作父母，曾言：‘吾不
能捍父母，乃教人判父
母，可乎？’连圣贤孔子不
也会‘屈节以救父母之
国’吗？父母有病，即使
难以医治，儿子还是要全
力抢救！”

二四九 活着
2008年1月19日

今天是农历腊月十
二，后天是大寒节气。

又要过年了，大夫说
父亲恐怕难苏醒了，医生说
的话也是我最担忧的事。

望着紧紧闭着眼睛
的父亲，我感觉还有很多
话没给父亲说呀。

（未完待续）

度过了一个“超长假期”，2
月6日，我市大部分中小学校迎
来了开学报到日。在我市很多
家庭，老人承担了接送“孙子辈”
上下学的重任，这几天，他们也
忙碌起来。因为有共同的生活
节奏，这些老人常常在一起聊
天、散步、打牌，他们之间也因此
搭起了朋友圈。

爷爷奶奶开学忙起来

2月9日中午时分，解放区
学生路小学门口挤满了等待接
孩子放学的家长。人群中，很大
一部分都是老年人。这些老年
人三三两两，或站或坐，他们有
的拿着外套，有的拿着水壶，不
时地向学校门口张望，盼望着孩
子走出校门的身影。“孩子开学
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跟着

‘开学’了。”一位老人说。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年龄

在60岁上下的老人，了解她的
情况。“我姓李，老家是温县的，
今年过完春节从老家来焦作，帮
女儿接送孩子上下学，照顾孩子
的三餐。”这位阿姨说，外孙出生
时她刚退休，就来焦作照顾外
孙、和女儿一起生活，刚开始不
太适应这里的生活，现在外孙已
经上二年级了，在这里也结识了
一些人，慢慢适应这里的生活。

李阿姨的生活规律完全和
外孙保持一致，外孙开学，她也

“开学”，外孙放假，她也放假回
老家住一段时间。“孩子下午放
学早，很多接送孩子的老人就在
学校附近等着，我也经常和几位
同学家长结伴，到附近的市人民
公园转转，消磨时间，慢慢地，我
们也都成了朋友。”李阿姨说。
她们一起交流照顾孩子的经验，
一起分享为孩子准备的菜谱，等
待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记者注意到，与接送孩子的
年轻人只顾着低头玩手机不同，

很多老年人更喜欢围在一起聊
天。他们之间都以“**奶奶”“**
爷爷”“**姥姥”“**姥爷”称呼，
显得十分熟络、自然。他们以孩
子为纽带，在一起交流的话题也
离不开孩子：“你家孩子挑食
吗？”“孩子写作业需要不需要家
长陪伴？”“放学一起带孩子去公
园锻炼吧？”……

搭建新的朋友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
老年人在照顾孙子辈的过程中，
搭建了新的朋友圈。除了接送
孩子时见面，他们也会趁着假
期、周末约起来，一起度过老年
时光。

刘阿姨的老家在开封，她性
格开朗，在老家就和街坊邻居相
处得非常好。由于孙女、孙子都
需要照顾，她和老伴儿从老家来
到焦作生活。很快，性格开朗的
她就建立了自己的新朋友圈。
因为有了新朋友，虽然离开了老
家，她也不感觉寂寞。“我在焦作
的朋友很多，有不少是孙女同班
同学的奶奶、姥姥，陪伴孩子这
些年，因为我们的生活规律一
致，经常在一起聊天，还一起跳
广场舞呢。”她说。

对于习惯生活在农村的老
人来说，进城帮子女照顾孩子就
意味着离开家乡，也就意味着离
开了熟悉的环境和朋友。到陌
生的地方重新建立自己的交际
圈。这对性格开朗的老人来说
并非难事，但对于性格内向的老
人，则需要一个漫长过程。

家住解放路某小区的王阿
姨来焦作将近三年，身边仍没有
特别熟悉的朋友。老人家除了
接孩子、做饭，都窝在家里，很少
与人交流，时常还会情绪低落。
看到婆婆整日闷闷不乐，王阿姨
的儿媳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说：

“在老家，婆婆就不是特别爱说

话，为了帮我们减轻负担，婆婆
主动从信阳老家赶来照顾孩子，
这让我很感动。我也应该帮婆
婆建立新的生活圈子，让她的生
活有乐趣。”去年，她通过孩子的
小伙伴，建立几个家庭交往圈，
相约一起逛公园、聚餐。今年开
春，她给婆婆在老年大学报了
名，计划让婆婆和同龄人多接
触，学习一些自己喜欢的课程。

现如今，社区的老年大学也
快开课了，王阿姨忙着整理学习
资料，准备开始学习。“接送孩子
的日子还长，我在焦作还得再生
活好几年，能交上一些朋友，学
习一些知识，让生活充实起来，
是不错的选择。”王阿姨说。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也
是春天的开始。这一时节气温多
变，常常会出现倒春寒的现象，气
温骤然变化，容易引起感冒、咳嗽
等呼吸道疾病。市疾控中心健康
教育所提醒，立春后是疾病多发
的季节，老年人更应注意生活细
节，避免疾病侵扰。

春天防病，首先要加强自身
抵抗力，多吃蔬菜，多运动，保证
充足睡眠；当天气晴好时，可以适
当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俗话说，“春捂秋冻”。立春
后，为了避免倒春寒，首先要注意
保暖防寒。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
疾病的老人，早春时节更要捂
着。那么，怎么“春捂”才科学？

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所长张绍
均说，春捂应注意以下几点：所有
的“捂”都以不会出汗为宜；穿衣
要注意“上薄下厚”的原则，减衣
先减上衣，再减下装；昼夜温差大
于8℃时就要继续捂，以免着凉；
当日平均气温达到15℃以上且相
对稳定时，就可以不用捂了。需
要提醒的是，春捂也应有度，有些
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很怕
冷，容易捂过度。如果“春捂”过
度，可能会诱发鼻腔、牙龈等部位
出血，甚至出现头晕目眩的症状。

立春后，很多老人都按捺不
住到户外锻炼身体的想法。其
实，早春时节，外出锻炼也很有讲
究。初春坚持锻炼，可以提高耐

寒能力，但不要过早出门锻炼，等
太阳出来后或下午4时左右运动
最好。运动前做一些准备活动，
如扭扭腰、伸伸腿、抬抬胳膊、揉
揉膝盖等。在锻炼项目的选择方
面，老年人应充分考虑自己的年
龄、健康、体能等多方面因素，选
择最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千万
不可攀比求多，对自己的身体造
成伤害。

张绍均提醒，对老年人而言，
春天防病，对全年的健康都非常重
要。建议老年人加强自身抵抗力，
注意均衡饮食，适量运动，保证充
足、规律的睡眠。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当天气晴好时，可以适当开
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接娃上下学
老人搭起朋友圈

本报记者 梁智玲

立春过后，老年人注意生活细节
本报记者 梁智玲

对于老人来说，舍弃自己熟
悉的生活，为儿女带孩子既是心
甘情愿，又是迫不得已。心甘情
愿的是，他们对儿女有深深的爱
和牵挂，迫不得已的是，他们要
在陌生的环境生活。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父母的
世界很小，小到只装得下子女；
子女的世界很大，大大常常忽略
了父母。如果老人们能在晚年
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把生活安
排得充实有趣，自然是最好的。
如果老人暂时还未搭建起自己
的朋友圈，在陌生的环境中没有
新的朋友和爱好，整日闷闷不
乐，我们做子女的不妨多陪老人
聊聊天，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新生活，
缓解他们孤独的情绪。

与父母
多一些沟通

□梁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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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幸福中国
年2023年全国‘村晚’示范展
示活动——河南省焦作市马
村区武王街道北孔庄村分会
场”就设在北孔庄文化合作社
大院里。

文化合作社大院的门楼
高高的，“崇德含章”四个大
字高悬在门匾上，显得古朴
典雅。登上十几个台阶，跨
过门槛，就到了宽敞的院子
里。大院中间有一个平坦的
小广场，抬皇杠、敲大鼓等就
是在这个小广场表演的。四
面是文化回廊，青砖碧瓦砖
木结构的仿古建筑，木柱上
精雕细琢着精美的花饰，空
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古
色古香的味道，置身其中，感
受着古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
交汇与碰撞，给人一种穿越
感。小广场北面是一个挂着
横幅和大红灯笼的文化大舞
台，横幅的内容是：“启航新
征程·幸福中国年2023年全
国‘村晚’——河南省焦作市
马村区武王街道北孔庄村示
范展示点”，这里就是这次

“村晚”演出的中心位置。
我只知道有“春晚”，“村

晚”还是头一次听说。那北孔
庄的“村晚”到底有什么特殊
魅力能被全国“村晚”选中
呢？带着疑问，我开始寻求答
案。

2023年全国“村晚”示范
展示活动是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举措，由
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联
合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
化发展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共同主
办。“村晚”节目紧扣“南乡北
镇，百花齐放”主题，立足“本
土文化特色”，集中展现全国
各地不同村镇不同的民俗文
化。全国“村晚”基层示范点
共有156个，河南省选中了4
个示范展示点，北孔庄村很荣
幸成为其中之一，马村区也因
此成为焦作市历年来第一次
获此殊荣的县（市、区）。

马村区是商汤革命起始
之地、是“箪食壶浆以迎王
师”、孔子问礼“移城就车”典
故发源之地。传说孔子问礼、
两小儿辩日的历史就发生在
北孔庄村。北孔庄村自古以
来，民风淳朴、崇尚国学，上至
耄耋老翁、下至咿呀学语的幼
儿，国学诵读、诗经吟唱在村
庄内处处可见可听，人人学国
学的氛围日渐浓厚。近年来，
马村区委区政府一直致力于
以乡村文化建设推动马村区
的文化振兴。按照文化底蕴
深厚、资源优势突出、群众活
动便利的原则，于2021年 3
月组织成立了焦作市第一家
乡村文化合作社——北孔庄
村文化合作社。依托占地面
积2200平方米的村文化大院
为主要活动场所，整合村内及
周边文化资源，吸纳各类文化

爱好者、文化志愿者，加入到
合作社，分别成立了舞蹈、古
筝弹奏、诗经合唱、经典诵读、
书法、绘画等文化分社，并由
擅长各类文艺才能的贤才担
任分社社长，带领社员们自编
自导自演形式多样的文艺活
动，活跃在乡村舞台上，逐步
形成了“月月有活动、季季有
看头、长年不断线”的乡村文
化风景线。

北孔庄“村晚”以乡村大
地为舞台，通过演乡亲、说乡
音、唱乡愁、舞乡情，把好日子
唱成歌、编成舞，是对传统文
化的继承，更是对乡村文明的
坚守。节目由当地村里的老
百姓、马村区女子合唱团以及
其他文艺爱好者自编自导自
演，将村味、年味、农味组合成
一道独特的乡村文化盛宴，将
马村区的美丽乡村与文化韵
味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与天
南海北的百姓热情联欢，一起
启航新征程，共度幸福中国
年！节目共12个，有的是展
示非遗项目，如飞龙在天、梨
园百花秀、抬皇杠、吹唢呐等
一批传统民俗文化表演，有的
是讲我们现在的变化，如原创
歌伴舞《我在北孔等候》、相声
《说说咱家乡》以及马村女子
合唱团合唱曲目《关雎》等。
集中展现了马村区基层群众
积极向上的新风貌、新奋斗、
新精神，展现了马村区魅力乡
村的勃勃生机以及乡村振兴

的壮美新图景。
原来如此！
马村区有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与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
还有许许多多的传统民俗文
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等着
我们去发现，去挖掘，去传承，
去发扬。

东韩王村刘元明代表“村
晚”将“刘氏唢呐”吹到了北
京。他是马村区申请省级、市
级、区级非遗成功的第一人。
义门村的“抬皇杠”是起源并
流传于马村区一带的极具当
地民俗特色的舞蹈，迄今已有
200多年的历史了。北孔庄

“村晚”中“抬皇杠”节目就是
义门村表演的。还有小庄村
的“旱船”、白庄村的“踩高
跷”、下马村的“耍老虎、耍狮
子”等，都有着几百年的历史，
深受群众欢迎的传统文化表
现形式。

马村区待王村的陈氏叶
雕在2015年9月被河南省人
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
目。在北京冬奥会期间，陈黎
明精心创作出一组北京冬奥
会题材的叶雕作品“冰墩墩”，
为北京冬奥会加油。还有毛
寨村孙小毛是焦作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花斑釉瓷”第四代
传承人。韩蒋村崔艳兵是焦
作市“千层钢锻造技艺”非物
质文化遗产第三代传承人。

马村区的名吃“待王永喜
砂锅”，那可是上过央视《舌尖
上的中国》节目的。还有后岳
村的粉条节。手工艺人现场
制作粉条，人们一边近距离感
受传统手工文化，一边品尝由
粉条做成的各种美食，一边欣
赏“岳飞巡游”、唢呐合奏等演
出，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感受
真正的乡村味道，共享特色味
十足的文化盛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
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
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
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马村区的这些非物质文
化遗产都是我们民间文化和
民间传统艺术发展的结晶，需
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去传承、去
发展！

北孔庄村文化
合作社大院比往常更热闹
了！你听，锣鼓喧天、鼓乐
齐鸣，唢呐声声、铿锵有
力，歌声悠扬、清脆悦耳；
你看，人们身着艳丽的服
装，伴着音乐翩翩起舞，抬
着皇杠来回穿梭、手持长
龙上下翻腾。张灯结彩、
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参加活动的人好多啊，有
老年人、有中青年、还有小
儿童，个个脸上都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最近一段时间，马村
区文化界喜讯连连：北孔
庄村入选“启航新征程·幸
福 中 国 年 ”2023 年 全 国

“村晚”示范展示单位，1
月 15 日通过国家公共文
化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等媒体平台与全国观众见
面；其中唢呐节目《喜庆丰
收年》“吹”到了北京，参加

《我的“村晚”我的年》全国
“村晚”直播现场演出。这
在我们焦作市还是头一份
呢。在2023年第一期《我
的宝藏“村晚”》连连看环
节中首个展播了北孔庄村

“村晚”的精彩预告，“霸
屏”央视 3 分钟，3 小时播
放量突破513.3万次；引起
了“学习强国”、光明日报、
中国日报中文网、今日头
条等各大新闻媒体纷纷关
注、刊载转发。

回顾“村晚”快乐多
□史风云

“

图① 孩子们正在排练
吹唢呐的节目，这个节目应
邀到北京参加《我的“村晚”
我的年》全国“村晚”直播现
场演出。

图② 北孔庄村村民和
文艺爱好者正在认真排练。

图③ 马村区武王街道
北孔庄村全国“村晚”节目录
制现场。

本报记者 王 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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