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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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梁智玲）这几天
突然降温，不少老年人又穿上了
棉袄。市第五人民医院老年病专
家杨静提醒，清明时节乍暖还寒，
温差较大，加之雨水增多，人的血
管容易痉挛，老年人须谨防血压
波动，养成早晚监测血压的好习
惯很有必要。

65岁的程女士血压偏高，但
依靠长期服药，需要维持得较为稳
定。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她经常
感觉到头不够轻快，在家里测量血
压，发现高压升到了150毫米汞
柱。这是怎么回事？程女士在家

里休息好几天，头晕状况并没得到
有效缓解，便来到市第五人民医院
老年病科。“本想着等天暖和就好
了，可最近气温反复，我感觉越来
越严重了。”她说。

杨静说，程女士的情况并非
个例。最近天气忽冷忽热，不少
患者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造成
血压波动主要的原因是：寒冷时
血管收缩，外周阻力增加，血压升
高；天气暖和时血管会扩张，外周
阻力也会降低，血压随之降低。
有的患者在出现血压波动情况后
未及时就诊，严重的甚至出现脑

血管疾病。
其实，并非寒冷的冬天过去，

患有高血压病史的老年人就度过
危险期，进入安全期。杨静提醒，
乍暖还寒时，老年人更应该养成
每天监测血压的好习惯，如果血
压波动超过3天，应尽快就诊。

“冬天不冷，春天不暖。冬天使用
暖气，室温恒定，春天停暖气后室
温较低，室内外温差较大，老年朋
友们更要注意保暖。”杨静说，老
年人外出锻炼时，应注意头、脚保
暖，保护好前心和后背，以免着
凉。

今年年初以来，人们的旅
游生活开始回归。记者从我市
一些旅行社了解到，入春以来，
我市不少老年人走进旅行社咨
询旅游线路，与老友一起结伴
出游的意愿强烈。我市一家旅
行社的工作人员说，近期接待
的出游人群中老年人占一半还
多。对老年人来说，哪种类型
的旅游更受欢迎？老年人对旅
游有哪些期待和想法？应该注
意哪些问题？

“很久没有出远门了，我想
今年把旅游计划安排起来，和
老伴儿一起到外面走走、转
转。”近日，家住我市太行路的
李女士说。去年，她和老伴儿
到远在北京的女儿家过春节，
顺便游览了当地的景点，仍感
觉意犹未尽。

李女士今年69岁，身体条
件还不错，退休后这十几年，她
安排了丰富的旅行计划，但近两
三年来，行程被耽搁了下来。今
年年初以来，随着全国各地景区
的陆续恢复开放，她的旅行计划
再次提上日程。“今年最想去的
地方是江南一带，有跟团出游的
计划，也想过邀请几个好伙伴，
一起结伴出游。”她说。

4月6日，记者随机采访了
我市一些旅行社，了解老年人
出游情况。我市站前路一家旅
行社的工作人员介绍，最近一
段时间以来，通过旅行社咨询、

了解老年团旅游线路的顾客很
多。3月和4月份是最受老年群
体欢迎的错峰旅游时间段，这
个时间段气温相对舒适，各个
景区人流量相对较少，比较适
合老年人出行。

老年人喜欢哪种类型的旅
行线路呢？我市人民路一家旅
行社的工作人员刘女士说，乡
村生态游、红色游、健康体验游
等很受老年人的喜爱。相对室
内景区，空气流通、视野开阔的
户外景区更受老年人欢迎。从
出行时间上看，一周以内的旅
行线路比较适合老年人。“如果
选择旅行团，老年人出行多以
家庭为主，老两口结伴跟团旅
行，是很多老年人的选择。”她
说。针对老年群体的特点，我
市很多旅行团都推出了行程节
奏较慢、体力消耗小、舒适养生
的旅行路线。

除了选择旅行团，还有一
些老年人青睐与朋友结伴出
游，这种旅游选择的目的地多
以近郊为主。3月底的一天，在
我市一个老年爱心微信群里，
群主发出了周末结伴到梨园赏
花的通知，不一会儿就得到了
群友的积极响应。“我们通过共
同的对公益活动的志向，结识
为好友，除了做公益活动，平常
我们还在一起学习、交流，趁着
春暖花开，大家一起到户外走
走，放松一下心情，是个很不错

的选择。”67岁的李先生说。记
者了解到，趁着空闲时间结伴
到近郊游玩，费用AA制，同龄
人在一起既游览了山水，又放
松了心情，已经成为很多老年
团队的新时尚。

老年人在旅行过程中有哪
些问题需要注意？“我非常支持
父母出去旅游，也用实际行动
鼓励他们走出去。但其实在内
心深处，还是对他们的出行安
全问题放心不下。”今年40岁的
杨先生说。今年3月份，为了鼓
励父母走出家门，他先为父母
作了一次综合健康体检，在确
认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又考察
好几家旅行团，最终选择一家
为父母报了云南七日游。

我市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
员说，目前跟团游的主力是老年
游客，老年人在出游过程中，除
了关注自身健康和旅行线路的
匹配性，还要关注旅行过程中的
其他陷阱。比如“低价旅游”陷
阱，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不合理的
低价甚至免费组织旅游活动，吸
引老年人参团，随后在行程中安
排各种购物环节，让老年人在不
知不觉中上当。因此，老年人要
提高警惕，综合考虑心理需求、
旅游预期消费等因素，一旦在旅
途中遇到强制消费等情况，应注
意收集和保留相关证据，向当地
文旅、消协等部门投诉，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春暖花开
“银发族”扎堆出游热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气温波动幅度大 谨防血压“过山车”

一部手机就能实现在景区
吃、行、游、购、住、娱等多项服
务，如今不少景区在智慧旅游
方面下功夫，让旅游十分便
利。帮助老年人尽快享受现阶
段的便利，是很多老年人的心
声。

生活中，提及老年人对当
今旅游的看法，一些老年人面

露难色：不会网上购票、不会线
上预约、出门也不会用 APP 打
车，想出去但因这些问题出不
去，为了省去这些麻烦，只能选
择跟团出行，但似乎又没有真
正放松。

既然老年人是旅游市场的
一个较大主体，我们不妨从老
年人的角度考虑，在适老化服

务的实用性、创新性等方面下
功夫，更多开发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旅游消费方式，解决老年
人的实际担忧。在政策方面，
可给予景区在适老化改造方面
更多实质性鼓励。对景区而
言，应多从自身场景考虑，参与
相匹配的适老化改造，为老年
人解决实际困难。

让老年人出游更便利
□梁智玲

12 年 后 ，我 的 孩 子
问：“爸，您很坚强吗？”我
对孩子说：“细细反思，当
年爸爸真的不够坚强，还
让你奶奶挂念，也许人的
修养永远在路上。孩子，
成长是一个过程，学习进
步没有尽头。”

二六一 为了谁？
2008年3月6日

现在是惊蛰节气的第
二天。

病房，2 时，母亲难
受，医生让我用白矾水为
母亲敷腹部。腹腔又出血
很多，明天要求尽快作肠
镜检查。

今天有电视制片人找
我，想改编《河南犹太人》
一书，计划拍成电视剧，我
燃不起一点儿兴趣。

总想起母亲的话，人
是活人的，为亲情、为爱
情、为友情而活，没有了
人，一切名利都索然无味。

写封信告诉一下关心
我的老师。

●今 悟

父亲走了，心里空落
落的，母亲在医院危在旦
夕，我在煎熬中度过每一
分钟。所有过去感兴趣的
事情都变得无聊，全身发
木，一遍遍问自己，为什么
活着，人有来生吗？

12 年 后 ，我 的 孩 子
问：“爸，我有些理解奶奶
的‘人是活人’的话了。”我
对孩子说：“中国人向来重
视家庭和亲情。是呀，没
有了亲人我是谁？我的努
力奋斗为了谁？亲人生命
的失去让爸爸再次领悟了
家庭和亲情的价值。”

二六二 不一样的活法
2008年4月1日

大后天就是清明节，
这个节气在我心头的分量
变了。

早晨买饭，在医院门
口恰好碰上那个将父亲拉
回去的儿子，他带着一位
漂亮的女人在买什么东

西，我紧走两步拉住他问：
“你爸爸咋样了？”

他说：“拉回去第二天
就去世了，我现在轻松
了。”然后劝我说：“人生很
短，不要太苦了自己。”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今 悟

我不想评论那位放弃
父亲的儿子，每个人的价
值观不一样，各有各的活
法，没有绝对是与非，只有
适合自己的，而我只是坚
持自己的活法。

12 年 后 ，我 的 孩 子
问：“爸，人真的不能苦了
自己呀？”我对孩子说：“问
题是什么是苦？人是精神
动物，真正的苦是精神的
折磨和良心的谴责。人活
得简朴一点、清贫一点未
必是苦，因此，人真的不能
苦了自己，精神上就应该
超越一点，这个‘精神’里
有一种情怀，一种境界，一
种超越，一种不甘屈从、不
甘得过且过的血性和风
骨。”

二六三 预感
2008年4月3日

今天是寒食节。
本打算明天清明节去

爸爸坟上祭扫，同病房的
陪护说老人去世第一年不
要上坟，我打消了这个念
头。

天暖和了，母亲的病
情却越来越重了。也许，
母亲预感到了什么，因为
母亲问过几次父亲的情
况，在我惊慌失措的搪塞
后，母亲就不再问了，一次
也没再问。

上个星期，我将母亲
从第二人民医院转院到第
一人民医院，还是没效果。

前天在第一人民医院
呼吸消化科病房，刘大夫
说：“还是办出院，你母亲
再治也只能是这样，现在
所有的办法全用过了，再
住院也没多大意义。”

钱也用完了，我无言
以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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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
怀川

在孟州的一些志书中，能找到关于清风岭的蛛
丝马迹。如康熙《孟县志》载：“礼部左侍郎薛所薀
墓在城东北梁村岗。”这里的梁村岗，即属清风岭。
乾隆《孟县志》“山川”载：“凡孟县西北之山，五十里
岗岭相属，而见诸书及各碑者，实随地异名焉。”这
里所说的“五十里岗岭相属”，描述的即是清风岭和
孟县西部诸山的一脉相承。乾隆《孟县志》载：“县
城东5里为梁村岗，迤东南为桑家坡。”“今县东梁
村岗迤东南20余里，皆是古湨水由其下，即春秋所
谓‘湨梁’……而是岗则至沇河而尽焉。”这里提及
的“梁村岗”“桑家坡”“湨梁”，都是清风岭的组成部
分。

乾隆《孟县志》附录绘制的《孟县山图》标明：清
风岭和孟县西部的起凤岭、香炉山、紫阳山、雷家
山、万子山、姚庄后山、韩庄后山、紫金山一脉相承，
延伸至孟县城北的笔架山，向东为梁村岗、武界坡、
摘星庙坡、桑家坡，然后进入温县。孟县城北地势
高亢，其中的笔架山和北顶坡，都属清风岭的一部
分。《上段渠村志》记载：“上段渠古称陈家坡”，说明
该村建在清风岭的岭坡之上。

孟州城东北4公里的东葛和西葛，历史上称葛
村，地处清风岭上，魏晋南北朝时属温地。那里距
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故里招贤乡安乐寨仅10公
里，因地势高亢成为司马氏家族的墓地。清乾隆二
十年（1755），在葛村出土了“四司马墓志”，在当时
史学界及文化界引起了极大轰动。葛村的北边梁
村岗，至今还有一段长200余米、高8米多的清风
岭遗址。

在孟州志书中记载清风岭最多的当属《孟县地
名志》：小坡掌，明初，张氏由山西洪洞迁于西岭坡；
徐窑，村处西岭坡；关唐，村处西岭脚，西高东低；钱
唐，村处西岭根，西高东低；前富村，村处西岭根，西
高东低；后富村，村处西岭坡底，西高东低；钱庄，村
处西岭脚，西略高，东稍低。

《孟县地名志》记载：缑村，村东土岭称缑家岭，
亦呼缑山；东岗，清末黄河水患，东韩村民迁居村东
岗上，日后成村，取名东岗；庙底，村建清风岭岗上，
北高南低；胡庄，村建清风岭岗上，北高南低；西谢
庄，清嘉庆年间，因黄河水患，移居清风岭；上作、东
葛、北刘庄、西葛、梁村、马付庄、杜村、里村、田寺、
桑坡、下官、上官、上口、下口一、下口二、沇河、黄
庄、张庄，均“地处平原，村建清风岭岗上”。

民国24年（1935年）2月，河南省政府视察团
一行数人到温县、孟县进行例行视察。视察主任马
元材撰写的《视察日记》，提到了温县境内的清风
岭：“温县民众对于黄河大堤之修筑，实可分为两
派：在清风岭以南之民众属于主修派，而在清风岭
以北之民众则属于主废派。前者以直接利害关系，
故主修；后者以住在上游清风岭之巅，不畏水患，故
主废。唯对于此问题之解决方法，本人以为与其取
决于民众之意愿，无宁取决于河工之本身。……温
县城因有清风岭横亘东西，无疑于天然之堤，故可
不必再修大堤。然清风岭以南居民无虑数万，生于
斯，长于斯，不自今日始也。谁非吾民？独可令其
生命财产尽抛弃于黄河波涛之中，坐视而不顾耶？”
这则日记告诉我们：一、因有清风岭横亘温县东西，
无疑于天然之堤；二、温县清风岭以南为黄河滩，村

庄住有数万人民；三、住在清风岭之巅和在清风岭
以北之民众，不畏黄河水患。

唐朝诗人李白在《送友人》中写到了武陟的清
风岭：“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
篷万里征。”李白诗中说的“北郭”，应是今日武陟县
北郭乡的上庄和下庄，“青山”应是那时侯的清风
岭。在北郭乡东草亭村有座吉祥寺，是河南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清代嘉庆年间重修吉祥寺的石
碑记载：“寺南五里有清风岗，纵三百步，东西四五
十里。”

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南武陟卷》的卷首彩
图里，有一张石狮图，标明是清风岭上的石狮。这
座石狮立在今日北郭乡东草亭村通往武陟县城的
大道上。站在东草亭村放眼环顾，找不到一丝岭的
痕迹。自清嘉庆以后，在武陟县志中已找不到有关
清风岭的记载。蜿蜒数十里的清风岭，怎么就灰飞
烟灭了？武陟境内清风岭已无痕可寻，便有了众多
的揣测，“黄河冲刷塌陷”之说是其中之一。清风岭
处在黄河南北迁移的风头浪尖，无数次冲刷撞击，
一塌再塌，沦落为岗，陷而又陷，终至绝迹。从此武
陟无山，人们也无以登高！仅剩下孤单一石狮，固
执地处在路中，餐风饮露，怒目张口。

《孟县志》主编张思卿在《清风岭的沧桑变化》
中写道：“孟州市区蟒河东有一东西走向、高出地面
的小丘岭，南北宽约3华里。它经过孟州市东半部
进入温县，经武陟直到获嘉县境内，长达100余
里。新乡到孟州的公路大部分路段就筑在这道清
风岭的脊背上。孟州境内清风岭总面积约21.5平
方公里，西高东低，海拔高度110.6米至118.2米，
坡降1/2000。”“清风岭上汉墓很多，也留下西晋
墓、北魏墓。西晋的司马氏墓地很多处在孟州境内
的清风岭上，如已发现的6块司马墓志其中5块是
在清风岭上出土。”至今，清风岭南侧还保留有4米
至8米高的陡坎。

笔者在《孟州史话》中有关于青峰岭的记述：在
今日孟州城北不远，历史上曾有一道东西走向的带
状凸地，称作“清风岭”。清风岭西高东低，是太行
山余脉北邙岭的支脉，它西起许村、富村，经北韩
庄、赵唐、梧桐、上段、梁村、东葛、西葛、上作、水运、
里村、桑坡、谢庄、北庄、南庄、张家庄、黄庄，延伸至
温县境内，全长百余里。宋、元时的清风岭，平均高
约8米至10米，虽说不上层峦迭嶂、气势磅礴，却
也绵延高起，岭上满是茂密苍翠的树木。今日清风
岭，由于千百年来人们平整耕地、建筑取土、烧砖制
瓦和修建道路已变得面目全非，人们无缘再睹它昔
日的容颜。

笔者的回忆文章《孟县“稻改”的亲身经历》中
也写到清风岭：“那时孟温公路紧邻临桑坡村北，公
路北边的地势颇高，在1丈多高的土崖上长着几棵
粗大的柿树和杨树。后来才知道，历史上从县城东
到温县，曾有一座蜿蜒数十里、高10余米的清风
岭，直到上世纪80年代清风岭还依稀能辨。我们
当时在桑坡村看到的高崖，就是清风岭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才过了几十年，清风岭已经荡然无存，成
为历史的记忆。”

□宋志道

历史上孟州城北曾有一道东

西岭坡，史书上称作清风岭，有时也称

作青峰岭。它高5米至10米，宽1千米

至1.5千米，横卧于县境。孟州城的清

风大街，就因清风岭而得名。

清风岭是太行山余脉北邙岭的支

脉，西起孟州城北，向东蜿蜒百余里，经

温县至武陟境内黄河和沁河汇流处。

《大清一统志》“卷160 怀庆府孟县”条

内记载：“清风岭，在武陟县南10里。”

“西连孟、温，南接广武，东抵黄、沁之汇

流。”

乾隆年间绘制的孟县山图。
（宋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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