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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我给龙源湖公园写
情书，我会写：既见君子，云胡
不喜？心悦君兮君不知。秋天
的龙源湖更是色彩斑斓，让我
见“色”起意。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
于二月花。红枫和蓝天，将“东
方明珠”衬托得更美。

谁说秋天是萧瑟、清冷
的？看看这秋天的树，色彩斑
斓，就像是位国家级美术大师
的作品。

幸好有这些树，让我们感
受最美秋天。

枫树、柳树、悬铃木、银杏
构成了彩色的海洋，风景优美，

生机勃发。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

泥更护花。龙源湖公园很多空
地都被落叶铺满，有游客说是
一地碎金，这可是秋季的“限
量”风景，再晚去几天，就看不
到了。

知道吗？树木虽好，也需
要保护哦，我们的园林工人已
为它们悄悄穿上了“白棉袄”。

从上帝视角看龙源湖公
园，真有点“野渡无人舟自横”
的意境，怪不得很多人说龙源
湖公园也是疗心的地方。

龙源湖公园就是诗和远方，
我好喜欢你，喜欢你的秋天。

这封情书
送给秋天的龙源湖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图① 红色与金
色的浪漫。

图②② 碧绿的湖
水。

本报记者 刘金
元 摄

图③③ 美景中健
身。

图④④ 五 彩 斑
斓。

本报通讯员 婵
娟 摄

图⑤⑤ 绽放的菊
花。

图⑥⑥ 一 地 碎
金。

本报记者 赵改
玲 摄⑥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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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人民公园附近求租一室一
厅或二室一厅房屋，长期租，房屋要
干净整洁，电话:15939111097

求 租

如果您有好的服务
请通过我们告诉广大读者

生活资讯
周一至周五刊登

欢迎来电咨询办理

疏通 维修马桶水电暖
清洗空调 维修燃气灶
电话：13083843399

家电维修
上门快修：空调、冰箱、电

视、洗衣机、热水器、油烟机等
家电。电话：13103610622

以“一切为了老人，为了老人一切”为办院宗旨，经过10年潜心经
营，为全市1400多个家庭的老人提供了专业医养服务。

2014年我院成为焦作市爱心敬老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并被定为
重点扶持养老单位；2016年被评为河南省养老示范单位；2019年被评
为焦作市康养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先进养老机构，被山阳区卫健委评为
医养结合工作先进单位。

公寓已完成全面升级改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关爱老人，用心服务。

康辉老年公寓

咨询电话: 15938183366 (苗院长) 乘5路、23路、33路、38路公交车到解放东路墙北村东康辉老年公寓下车

温馨提示：本栏目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信息提供者负责。您使用这些信息时，请注意查验相关文件和手续。 广告

站前路与友谊路交会处附近有
一门面房的二层，200多平方米，8
个标准间，1个会议室，适合开公司、
茶社、旅馆等。电话：13069416900

出 租

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幸福港湾共度晚年。
电话:18790238229 解放东路冯河新区东300米

幸福港湾养老院
公众号免费发布 欢迎咨询办理

生 活 资 讯 18790205360
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

报纸+微信

共享DIY机械工作室招租
提供独立场所和电气焊、钳工工

具、车铣刨磨等机床，收费不高，轻松实
现个性制作梦想，丰富生活，直播带货！
地址：市森林公园东门 电话：13027658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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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74岁，满头白发，别
人看起来觉得我已经八九十岁
了。可是，我的心理年龄比生理
年龄年轻，可谓童心未泯。我对
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不懂、不会的
总想学习，不认为自己老了，学不
会。虽说有些辛苦，但我觉得学
习的过程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我的子女，包括上大学的孙女、外
孙女，都是我的老师。

一开始我使用手机，只会接
打电话，最多发个信息。后来，在
孩子们的帮助下，我注册了微信，
学会了上网聊天，网上交水电费，
充话费、燃气费，不用再跑去营业
厅办业务了，手指在手机上点点，
很方便。疫情防控期间，进入超

市购物，我学会了扫场所码，
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也不需
要去社区开证明。乘坐公交
车时，我也学会了扫码乘
车。有一次坐车时，年轻的
公交车司机看到我扫码并出
示一气呵成，竟然对我伸出
了大拇指，说：“看，这位阿姨
扫码多老练！”夸得我有点不
好意思了。

我还跟孩子们学会了手
机付款购物，微信、支付宝、
云闪付自由切换，很是便
捷。最开始，我在微信上绑

定的是中行卡，每当卡上余额不
多的时候，我就从退休工资的建
行卡里取些现金，再去中行柜台
存进去，继续移动支付用。每次
这样操作的时候，都要花费大量
时间，先是去建行取号等候取钱，
再到中行取号排队等候存钱，费
时费力。我把自己的烦恼给女儿
讲了，她又教会我使用云闪付，把
不同的银行卡都绑定到云闪付
上，转账方便、快捷、安全，没有手
续费，大大节省了时间。

2003年退休的时候，退休工
资是打到建行的活期存折上。
每个月去银行查看工资到账了
没有、到了多少，是我们这些退

休老人的固定模式。从今年 8
月开始，退休工资转移到新办理
的社保卡上了，我不会查询，还
得到银行找工作人员帮忙查询
才能看到页面，不像存折，打印
好了拿回家随时可以打开看
看。女儿知道了，又教我把社保
卡也绑在云闪付上，按照她教我
的步骤，点一点就能看到余额页
面，清楚明了。

我的膝关节有问题，不能走
太长的路，所以，日常出行都是乘
坐公交车。有时候等车时间很
长，容易着急，不知道还要再等多
长时间，或者说有没有别的线路
车快到了好作选择。看到有些年
轻人会在手机上查询，我挺羡慕
的，回家给女儿说了，她又教会我
在手机上查公交线路运营情况，
用起来真方便。

时代发展非常快，智能化体
现在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同时也给老年人带来了巨大的冲
击。我认为，老年朋友要顺应时
代发展，与时代洪流同步，不要

“不会用、不能用、不敢用、不想
用”，克服畏难心理，勇于尝试，勇
于学习，跨越数字化鸿沟，努力体
会智能化时代的便捷，享受智能
化、信息化带来的好处。

市场经济这么多年
了，我没有卖过东西，老
怕卖不出去赔钱。我觉
得打工是好事，干一晌
活下工时工具一丢，浑
身轻松。一天，一位朋
友来叫我帮忙，说他弄
了些挂面，想到星期天
市场卖掉。有朋友做
主，我欣然同意，一来我
心里没有压力，二来也
想尝尝做生意的滋味。

星期天市场上人很
多，我们早早地在那找了
个地方摆开了摊。可等
啊等，就是没有到我们这
儿买东西的人。有个人
看了看，竟说：“到啥时候
了谁还吃这挂面。”不由
得在我们本不提气时又
浇了一头冷水，让我更感
到做生意的不易。我们
仰着脸看着摊前过往每
一个人的脸，像相面算卦
一样，盼望着谁来买我们
的东西。

等啊等，眼看天已
过后半晌了，我等得不
耐烦想收摊了。这时，
来了一位衣着不太整洁
的老汉，一问挂面 1公
斤 4元，他盘算一下买
一袋 25公斤装的面粉
快100元了，也快合4元
1公斤了。而这挂面不
用加工直接下锅煮煮就
能吃了，多方便呀！于
是，他说买 2公斤回家
试试，说着掏出一张20
元给我们。可是，我们
没有开张没零钱找他，
我搜了搜口袋找出一张
10元，说还差2元。老

汉说他有 2元零钱，说
着就给了我们。然后，
他接过那张10元、拿了
挂面就走了。

老汉走了，我又算
了算应给他 2元，他反
倒又给了我们2元。这
样，他一共给了我们12
元，而买 2公斤挂面只
需8元，他多给了我们4
元呀！我高兴地对朋友
说：“老汉多给咱4元，
快换个地方，免得他弄
明白了回来找咱要钱。”

“我也觉得不对劲，咱该
给他2元，可他给了咱2
元。这一来二去他多给
了咱 4 元呀！咱不能
走，得找人家退钱或再
给他1公斤挂面。”朋友
说。我一听，生气地说：

“咱俩这么长时间了才
卖8元，够难受了，他多
给了咱4元，又不是咱
让他给的，再给他送回，
咱不成傻瓜了！”可朋友
不听，说：“不义之财一
分钱也能玷污了我们的
人品！”说着，朋友拿着
钱和1公斤挂面走了。

朋友离开了摊位，
我一个人坐在地上，心
里不知啥滋味，想着是
他对还是不对。我没有
勇气再想下去，渐渐地，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压
着，压得我喘不上气
来。是呀！人品如玉，
哪怕有一点污点，那就
不是一块纯洁的玉了，
正是“一个人做一件好
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
做好事”。

沁阳市内有一个硕大的广
场，南边入口处的一个大石上镌
刻着名家书写的“沁阳怀府广场”
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为广场增
添了引人驻足的活力。

不是吗？一年四季，寒来暑
往，怀府广场上前来消遣健体的
游人如织。有慢走的，有甩“彩带
龙”的，有跳舞的，有在地面上挥
毫练字的，更有自发组织的“地摊
戏”，引人入胜。

戏迷们有的是市内的，有的
是从邻近的村庄赶来的。这些
戏迷朋友，有的是平素爱好，有

的是在业余剧团常登台演唱的，
还有的是从国家级剧团退休
的。总之，他们人人身怀绝技，
个个身手不凡。他们在广场上
分隔成五六个小地摊，拉开间
距，互不影响。每个小范围的戏
迷都是展现才艺，如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他们扮演生、旦、净、
末、丑，各领风骚，让人一睹为
快；加上纯正的唱腔，让人流连
忘返，声声喝彩。

再看那伴奏的老艺人，吹拉
弹奏，令人赞不绝口。尤其是指
挥全场打鼓板的，一人身兼数职，

鼓、锣、镲的敲打，全在他的掌控
之中。那鼓息锣响镲起的配合，
声音混合得天衣无缝。不见其
人，远处听去，真不知是一人在娴
熟地敲击。我叹为观止，情不自
禁地说：“高手出自民间。”

广场“地摊戏”演出时间大都
在15时开始，17时结束。结束
后，这些戏迷还肩负着接孙子、孙
女放学回家的任务，每日做到愉
乐和工作两不耽误。广场“地摊
戏”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老有所
好的精神乐园，也足以彰显祖国
的繁荣和强大。

□梁素香

广场“地摊戏”
□杨述道

人品如玉
□徐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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