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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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绘画、二胡、唢呐、表
演……这些兴趣爱好，让范玉军老
人的退休生活“不识闲”。退休后，
他开始自学才艺。十几年来，他除
了收获厚厚一摞证书、各种各样的
会员证外，还收获了乐观的心态、健
康的身体。他逢人就说，丰富充实
的退休生活，是一笔珍贵的财富，自
己的退休生活赚了。

3月1日6时，范玉军如往常一
样，洗漱好提着小水桶和大毛笔，走
出家门来到市龙源湖公园，开始在地
上写毛笔字。写完一小桶水，再锻炼
一会儿身体回家，一天的生活正式开
启。“一整天忙忙碌碌的，为了兴趣爱
好，我一刻也不闲着。”他说。

范玉军今年72岁，退休前是一名
监狱干警。自退休后的第一天起，他就
开始计划、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一
定不能让自己闲下来，生活安排得越
丰富多彩越好。”他坚定了自己的信
念。

由于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刚退休的他积极发挥余热，在焦
作师专保卫科“重新就业”。整日与
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相处，他感觉自
己还年轻，坦言“自己也上了几年大
学”。工作期间，他自学了美术、二
胡，闲暇之余到教室里“蹭课”，和学
生们交流专业知识。“越学越上瘾，一
天不学习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缺
了点啥似的。”他说。也是从那时起，
他对美术、音乐有了新的认识。

在范玉军家里，墙壁上挂满了
书画作品，桌子上、柜子里、地板上堆
放最多的也是书画作品。他说，这
些年也没请教过老师，全凭自己摸
索、练习，心里时时刻刻装着书画，随
时随地都能开始练习。记者采访
时，范玉军的老伴儿开玩笑地说：“他
已经到痴迷的地步了，啥也不管、啥
也不问，心中只有书、画、二胡。”

在范玉军眼里，别人丢弃的废
纸箱、包装纸，都是能拿来练习书画
的珍宝。他在一卷十几米长、1米
多宽的包装纸上，写满了毛泽东诗
词；他还把一个一人多高的冰箱外
包装纸箱当成画布，画满了画……
记者问：“这么大幅的作品，完成一
幅需要多长时间？累不累？”“少则
半天，多则好几天。”范玉军说，“我
把客厅的桌椅都挪开，蹲在地上写、

弯着腰写，快乐得很，一点儿也不觉
得累。”这些年，他经常带着自己的
作品参加书画展，每每听到称赞声、
或是拿回来了获奖证书，他都会高
兴很久。他说，这是一笔精神财富，
只有经历了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成就
和幸福。

说了这么多，你可千万别认为
范玉军只“痴迷”于书画。家中保存
的满满一盒“会员证”，是他多年坚
持不懈的印证。其中有中国老年书
画家协会会员证、焦作书法家协会
会员证、焦作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
员证、焦作市文艺家会员证，还有焦
作市影视城影视演员俱乐部会员
证。说起焦作市影视城影视演员俱
乐部会员证，范玉军有一段美好的
回忆：“退休后，我在影视城当了好
几年群众演员，参演了好几部电视

剧，劳累是一定的，但收获的快乐也
很多，还学到了很多东西。”翻开会
员证后面的参演影视拍摄记录，记
者了解到，他参演了《春秋祭》《西绝
秘史》《传奇》等影视剧。如今，他经
常翻看当时留下的剧照，每次回忆
起当时拍摄的情形，都满怀欣喜。

学习乐器，也是范玉军丰富退
休生活的一个习惯。家里客厅的一
角，被他称为“音乐角”，二胡、唢呐
等乐器以及相关的资料、书籍都放
在这里。因为乐器，他还结识了很
多志同道合的老年朋友，他们经常
相约在一起切磋提升、聊天解闷。

“这些爱好既陶冶了我的情操，也让
我学习了知识，还帮我结识了朋友，
真是一举多得。”他说。

上图 范玉军展示自己的书法
作品。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二五一 幸福计时
2008年1月21日

今天是大寒节气。
病房外面依旧大

雪纷飞，听说一些地方
出现了雪灾。

母亲心衰躺不下，
加之双脚血液循环不
好，更加难受。

母亲的主治大夫
把我从父亲病床前叫
到四楼的医生办公室，
让我签了病危通知书
后，再次问道：“如果给
你母亲截肢，你同意
吗？”

母亲的状态肯定
承受不了手术，我战栗
着说：“再治疗观察一
下，可以吗？”

我 的 阅 历 告 诉
我，拥有父母的幸福
时光已经开始以秒计
算了……

晚上，母亲难受
得厉害，父亲也很危
险，我像疯子一般整
夜整夜地楼上楼下奔
跑。

●今 悟

当时，我快倒下
了 ，但 是 头 脑 清 晰 。
次日 2 时，母亲不舒
服，我与大夫沟通了
治疗方案后，握着母
亲的手凝视母亲，泪
眼享受拥有父母的最
后时光。

12 年后，我的孩
子问：“爸，当时您是什
么心情？”我对孩子说：

“当时，爸爸像疯子一
样做事，内心却很镇
静。爸爸了解你奶奶
的身体状态，拒绝了医
生的手术建议。那夜，
你奶奶躺下难受坐着
也不行，为了让你奶奶
好受点，爸爸不停地给

其变换坐卧姿势。邻
床的陪护和病人都受
到影响无法入睡，要求
换病房。”

二五二 执着
2008年1月22日

周围的人不停地
劝我放弃父母，别治
疗了，别再花冤枉钱
了。

闻言，我脑子一片
空白，两眼发黑……黑
暗中，我看到父母在
向我招手，“儿子，你
别坚持了，让我们走
吧！”

我的身体与神经
再次到了崩溃的边缘，
大叫：“不，不……”

我挣扎着起来，睁
开了眼睛。

我绝望地看着医
生，泪水夺眶而出，大
声说：“你问问老天爷，
问一问外面的雪花，儿
女有没有权利放弃父
母的命？”

●今 悟

所有人都在苦口
婆心地给我讲坚持的
结果。我知道结果，可
是我割不断的父子情
岂能用钱来衡量？

12 年后，我的孩
子问：“爸，当年您怎
么 想 的 ？”我 对 孩 子
说：“想法不重要，重
要的是能否抗得住，
众人的劝说的确是巨
大压力。当年，爸爸
闭上眼睛就看到有人
来抢夺你爷爷、奶奶，
爸爸总是大喊着冲上
去 夺 回 你 爷 爷 、奶
奶。孩子，爸爸明白，
这是最后的执着——
即使再难也要坚守执
着。”（未完待续）

本报讯（记者梁智玲）近日，部
分地区进入甲流高发期，不少家有
老人的家庭担心起来：怎样预防甲
流？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感染了甲
流？就大家关心的问题，记者邀请
了市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士长司
伟进行解答。

甲流指甲型流感，是由甲型流感
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常发
生在冬春季。甲流的潜伏期通常是1
天至3天，最主要的症状是发热、全身
肌肉酸痛与头痛，也会有一些较轻的

呼吸道症状，如咳嗽、流涕、咽痛等。
如何判断自己是感冒还是甲

流？司伟说，如果感染的是普通感
冒，多以打喷嚏、咽痛、咳嗽、低热、
头痛表现为主，通常症状轻微且多
数能自己恢复。如果感染了甲流，一
般表现为急性起病、发热（部分病例
可出现高热，体温在39℃至40℃之
间），伴畏寒、寒战、头痛、肌肉、关节
酸痛、极度乏力、食欲减退等全身症
状，也可能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
对老年人来说，身体出现突发高热，

恶寒、全身酸痛、持续疲乏等症状，
要确定下是否感染了甲流。

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该如何
预防甲流？最有效预防方式是接种
流感疫苗。除了接种疫苗外，由于
甲流属于呼吸道传染病，防护时需
要坚持“勤洗手”“戴口罩”“少聚集”

“一米线”等措施。此外，老年朋友
还应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
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较好的抵抗
力；每天开窗通风数次，保持室内空
气新鲜，保持居住环境清洁。

甲流来袭

老年人如何作好防护

七旬老人

退休生活乐呵呵
本报记者 梁智玲

老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自
然面对，找到新乐趣、开启新生活很有
必要。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步入老
年后，或多或少会出现失落感、孤独
感。老年人该如何愉快、充实地享受
老年生活，保持良好心理状态呢？

让老年人继续学习新知识，在
“学中乐、乐中学”，不失为一种促进
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好办法。范玉军
为大家做了榜样，积极乐观的心态、
丰富多彩的生活，很有感染力。

实现老有所乐需要老年人自己
调整心态，也需要全社会的关爱和
帮助。社会各界形成合力，为老年
人搭建更多、更适合的老有所乐、老
有所学平台，非常有必要。创新发
展老年教育、丰富老年人文体休闲
生活，支持老年人参与体育健身等
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课题。我们相
信，老年人主动找乐，再加上社会关
注，会有越来越多老年人“老有所
乐”，过上新鲜有趣的晚年生活。

老有所乐生活新
□梁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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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先儿生于1927年12月，之前的哥
姐都夭折了，他就成了家里的长子，长辈
为了保住这个孩子，给他起个小名叫保
安，族谱里的名字为史传勲（音同熏)。
史先儿从小就懂事，时常主动给爷爷捶
捶背、帮父亲抓抓痒、替母亲剥个蒜啥
的，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爷爷、奶奶
和父母对他非常宠溺，也盼着他将来长
大了能有出息，好光宗耀祖。7岁那年，
家人把他送去私塾读书，跟着一个老先
生学习。史先儿聪明好学，写得一手漂
亮字，深得先生喜欢。

侵华日军入侵待王镇那年，史先儿
12岁，远远看到了太阳旗，还有一大队人
马，扛着枪炮，浩浩荡荡地奔着村子而
来，他听大人讲过小鬼子杀人放火的事
情，吓得赶紧往家跑。爷爷正站在家门
口，看到孙子从村口跑过来，边跑边喊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紧接着爷爷就看
到了后面荷枪实弹的一队日本鬼子兵。
从爷爷的角度来看，孙子在前面跑，鬼子
就在后面追，这可真是要他的命。老人
无比惊惧，吓得昏死了过去。爷爷的身
体本来就弱，经此一吓，状况一天不如一
天，医生也无力回天。没过几天，老人就
咽气了。家人都说爷爷是被日本鬼子吓
死了。史先儿幼小的心里觉得爷爷是因
为自己才死的，发誓要给爷爷报仇。

1943年，史先儿16岁，父母给他定了
亲，他没见过邻村这个未过门的未婚妻
子，只是听家人说那女的比他大4岁，会
干活，肯下力。他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死
活不愿意，又说服不了父母去退婚。他打
算“逃婚”，但是往哪“逃”却是问题。史先
儿平时听小伙伴们说过，共产党领导的八
路军、新四军都是打鬼子的，八路军就在
北边的太行山上，距离家太近，如果被家
人知道了，还得被叫回去完婚；新四军在
南方离家远，家人不好找。史先儿因此选
择了后者。晚上，史先儿趁着家人都睡着
了，从家里跑了出来。

没吃没喝还没钱，史先儿一路往南，
一边要饭，一边到处打听新四军。期间，
怕家人寻找，他给自己改名史斌。

天随人愿，1943年 11月，史先儿终
于找到了新四军。因为会识文断字，他
被安排在新四军第一师师部卫生部工
作，开始学习医术。工作6个月后，调到
苏北一分区卫生部休养第一所任护士。
1945年随卫生部到苏南溧阳县山区，与
国民党 32 军 435 团第 1 营作战两天两
夜，因腹部和脚负伤不能行走被俘，因为
有行医基础，没有被杀害。他被送到国
民党部队201医院养伤3个月，后被迫留
在该院工作6个月。在201医院，史先儿
遇到了一个看烧伤特别好的军医，他的
伤就是这个军医看好的，最让他惊奇的
是，伤口居然没有留下疤痕。伤好后，史
先儿经常主动帮着这个军医干活，照顾
军医的生活起居，军医看他为人实在，又
愿意学习，就有意教他行医的技术，先教
会他针灸，还找了一个他俩单独相处的
机会告诉他烧伤药的配方，并告诉他，有

了这个秘方这辈子吃喝不愁，将来回到
家乡也能造福一方。

1947年，趁着看管不严，在好心军医
的帮助下，史先儿找机会逃了出来。临
别，军医送他一盒针灸用的银针。史先儿
一路跑到南京，不幸的是又被国民党74
师58旅工兵营抓住，被强迫到医疗室工
作。半个月后，史先儿找了个机会又逃了
出来，跑到江苏镇江坐船到苏北，终于找
到了新四军的部队。说明情况后，该部队
派人把他送回了原部队。后来，第1师主
力相继南下，1949年，史先儿被调到徐州
警备司令部第一营医务所工作，直至
1950年1月。

此时，史先儿逃婚离家已经7年有余，
他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参军、被俘、逃跑、
再被俘、再逃跑，直到找到组织，史先儿已
从一个逃婚少年成长为一个充满阳刚之
气的革命军人，是时候该回家看看了。于
是，史先儿请了探亲假，拿着部队的路条
回到家乡，见到了家乡的亲人和生养他的
父母。一个月后探亲假期满，史先儿返回
部队驻地，但部队已开拔，几经打听也没
找到部队的下落，之后便和部队失去了联
系。

重新返家后，得知那个女人一直在等
他，家人又从中说和，史先儿为了应付家
人，最终同意了这门亲事，二人先后生下
两个女儿。史先儿的弟弟家有两个儿子，
按老传统，属于长子的史先儿膝下不能无
子，于是将弟弟家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他
名下。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各
行各业都需要技术人才，在哪都能为国家
作贡献。适逢焦北钢铁厂成立，在当时是
焦作最大的钢铁厂，有职工1万多人，要
成立医疗所，他就用自己在部队时的名
字——史斌，报名参加了工作。这一干就
是十多年，直到1962年5月钢铁厂解散。

据还健在的焦北钢铁厂医疗所老所
长黄洪玺回忆，医疗所从建立时的几个
人，发展到后来的30多个医生护士、近50
张床位。那时炼钢技术落后，难免磕磕碰
碰、烧伤烫伤，工伤事故时有发生。经史
先儿医治过的烧伤，几乎都没有落下疤
痕，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史先儿看烧
伤的技术高慢慢就传开了，大家都亲切地
喊他史医生。1962年5月，焦北钢铁厂解
散，医疗所有些人被分配到二医院、人民

医院等。史先儿说家里有地要种，他选择
了回乡务农。

回乡后，因有医疗特长，史先儿在村
卫生所当村医，才开始有了史先儿这个称
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医疗医药技术
落后，他的一枚银针派上了大用场。更重
要的，史先儿治疗烧伤的医术治愈了无数
病人，同时，他还将治疗烧伤的医疗技术
传授给别的乡村医生，实现了那位军医恩
人借此造福一方的想法。

除了在当地行医外，史先儿还去外地
为病人解除痛苦。

我家老院的对面，早年间有四家中药
房在此租房营业，其中有一位药房老板姓
李，老家在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柳树口镇
玛琅山村。史先儿回乡后，经常去药房抓
药，两人经常探讨一些医学方面的问题。
有一年临近玛琅山村一年一度的庙会，李
老板要回老家，就邀请史先儿跟着回村医
治一个腿伤久治不愈的患者。结果，这一
去就是8个月。

这个腿部外伤患者伤口已经溃烂，很
远就能闻到一股腐烂的臭味，遍请方圆几
十里的医生也没有治好，还越来越严重。
患者终日痛苦不堪，整日只能躺在床上。
史先儿帮他清理了溃烂的地方，敷上自己
配制的药膏，患者说贴上药膏当时就不疼
了，有一丝清清凉凉的感觉……经过几次
调整配方，眼看着伤口越来越小，最后竟
然痊愈了。这一下，史先儿就在当地出了
名。

从此以后，史先儿每年夏天都要去柳
树口镇住上个把月，多年不变。他看病主
要用针灸，一般不吃药，也不向村民要诊
费。当地村民也特别朴实，见医生不要
钱，看病时又是送鸡蛋又是送水果，有的
干脆送只鸡。一直到史先儿病故后，柳树
口村还有人打来电话，问史先儿今年咋没
见来呢……

在史先儿的影响下，他的大女儿学
医，在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直到退休；二
女儿学医，和他一起在村卫生所工作近20
年；养子继承了他治疗烧伤的医术，在村
第一卫生所继续造福乡邻。遗憾的是，史
先儿的针灸技术没人继承学习，陪了他大
半辈子的那盒银针随着他的离世，也完成
了使命，陪着他长眠于地下。

这正是：一枚银针走天下，几贴药膏
疗烧伤。坎坷一生心心念，造福乡梓始为
医。

□史风云

我 的 老
家——马村区待王
镇（现为待王街道
办事处），是一个有
着 3000 余年历史
的豫北古镇。由于
历史、地域原因，这
里保留着大量的、
独特的方音土语，
例如“先儿”。

早些年间，人
们称呼村里的医生
为先生。而在我们
老家，对那些医术
精湛、口碑好的村
医，大家就会加上
儿化音，亲切地称
呼其为“先儿”，然后
再冠以姓氏，比如，
姓李的就叫李先儿，
姓刘的就叫刘先儿，
这种称谓习惯一直
沿用至今。

上 世 纪 60 年
代到80年代，我伯
父史传勳是村里的
赤脚医生，十里八
乡都知道他，人们
尊称他史先儿。史
先儿对待病人特别
和气，医术也高，收
费也很合理，相邻
县的村民都慕名跑
来看病。他最拿手
的是医治烧伤，一
般 的 烧 伤 7 天 全
好，更绝的是皮肤
不留疤痕，和原来
的皮肤一模一样。
如今，史先儿离世
快20年了，现在待
王镇的老人还在念
叨着史先儿的医
术。

说起史先儿这
个绝活的来历，还
有一段传奇故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