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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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提醒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家
住我市普济路的陈先生一家因为
家庭聚餐发生了不愉快。“我妈今
年71岁了，最近脾气特别不好，一
场团圆饭，我妈又生气了。”陈先
生说。

五一劳动节当天，陈先生带着
妻子、女儿，和妹妹一家一起来到
父母家里，商量着一起过节、吃团
圆饭。回到家，母亲先是对吵闹的
孙女、外孙不满，后来又因为团圆
饭在哪吃起了争执。陈先生提议
在饭店吃，母亲说出门人太多、休
息不好；妹妹提议在家一起包饺
子，母亲又嫌时间来不及……总
之，就是没有特别让母亲满意的方
法，一顿饭吃得很别扭。直到5月
3日下午，陈先生的父亲打来电
话，称母亲还在生气。

陈先生说，记得小时候，母亲
在亲朋好友中是出了名的性格
好，可最近这几年，不知道什么原
因，母亲的性格就变了，变得特别
挑剔，还容易发脾气，总会为各种
小事闹情绪、生闷气。“我们不在
身边时，妈妈天天对着爸爸发脾
气，我们回家，妈妈会对着我们发
脾气，也很心疼她，但不知道该如
何为她开解。”陈先生说。

市民任女士说，最近几年，父
母变得特别黏人，她只要出门，爸
妈就会一遍遍地打电话询问：“在
哪呢？几点到家？”这让她特别不
放松，有时甚至不能安心工作。
有一次，她的手机在半个小时内
有7个未接来电，全是父亲打来
的，她急匆匆跑回家，发现父母在
厨房做饭，已忘记了打电话找她

的事情了。对此，她和父母专门
沟通过，爸爸的答案是：“打电话
找你也没什么事，我们也不想打
扰你们的生活，但有时就是控制
不住……”

随着父母逐渐步入老龄化，
性格、脾气出现与年轻时不同的
情况，是很多家庭中年轻人都遇
到的情况。市中医院脑病诊疗中
心专家谢静红说，如果家中老人
出现过分依赖子女，甚至频繁对
最亲近的人发脾气的情况，要排
除生理性疾病。临床中，不少老
年人会因为身体的疾病，影响情
绪和心理。如果排除了生理性疾
病，子女可帮助老人运用精神转
移法，如培养兴趣爱好等，放松心
情、找回自我，让老年生活丰富起
来。

王先生从我市一家事业单
位退休，退休这些年，他除了自
己锻炼身体、和老伴儿一起带
带孙子，并没有太多爱好，生活
节奏比较慢。最近几年，用智
能手机看短视频、聊天、网购，
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手
机里的家庭群有好几个，自己
的兄弟姐妹群、老伴的兄弟姐
妹群、子女群。“这些家庭群刚
建好时，大家还聊得热火朝
天，后来慢慢就冷却下来，没
人吭声。我算得上是群里最
活跃的人，偶尔在群里分享一
下养生、教育子女的链接，但
也没人回应，甚至都不清楚他
们是否点开。”说到这里，王先
生有点失望。为此，王先生的
老伴儿还提醒过他，建议他不
要在群里发乱七八糟的东西，
以免别人反感。王先生却不
以为然，他认为，既然都是一
家人，大家在群里就应该热热
闹闹的，有人发了东西，其他人
应该回应。

市民程女士对家庭群的

“静悄悄”也表示不满。在用手
机上网的过程中，她看到有用
的视频、公众号文章，都会随手
转发到家庭群里。有时候，为
了让大家看到，还会@群里某
个成员。刚开始，还有人对她
的分享评论、点赞，可慢慢地，
她的每次分享都相当于“石沉
大海”。“女儿不点赞也就罢了，
甚至还专门提醒我，不要再在
群里分享这些链接了，她甚至
说里面很多内容都不属实，叫
我不要上当。”程女士说。对
此，她十分不理解，甚至为此和
女儿闹得不愉快。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我
市很多老年人对家庭群有依恋
感，他们更在乎子女在群里发
送的一些内容。“儿子、儿媳的
微信朋友圈都是关闭状态，平
常他们也不太和我们说工作、
生活中的事情，我们总想通过
群聊，了解孩子们的状态。同
时，也希望自己在群里的互动
等得到回应。”市民李先生说，
很多老年人在意家庭微信群，

原因更是如此。
对父母的心情，年轻人表

示完全可以理解。但还有一
些年轻人表示，可以理解，但
每次都回应真的没必要。“与
父母的交流方式有很多种，没
必要在群里为了回应而回应，
这种方式应付起来很累，也实
在没意义。”今年36岁的吴女
士说。

作为子女，到底该不该回
应？作为长辈，到底该怎样对
待家庭群聊？我市国家级心理
咨询师朱女士认为，在物质生
活条件十分丰富的情况下，老
年人的“精神养老”更应该受到
关注、重视。如今，家庭微信群
不仅仅是一种互通有无的通
信工具，也不只是通知发布
群，除了信息联络功能，它还
承载着情感联络功能。长辈
在群里分享自己的爱好，晒晒
自己的生活，分享自己觉得有
用的知识，其实是一种“刷存
在感”的情感需求。很多时
候，他们的分享，也不是为了
非要子女或晚辈和他们进行
正式讨论，简单应个声，让他
们感觉有人在，对他们来说就
是被肯定的“成就感”“幸福
感”。“受认知及信息获取渠道
的局限性，父母分享的内容很
多都是不全面的，甚至有些观
点是不正确的，遇到这种情
况，可以耐心与父母沟通，而不
要在群里与父母‘针锋相对’，
那样会让父母有‘丢面子’的感
觉，甚至为此苦恼、内疚，不利
于身心健康。”朱女士说。

近日，“因分享无人回应爸爸退了家庭群”一
事冲上热搜，这一话题引起网友热烈讨论。如今，很
多老年人都能玩转智能手机，也会在家庭群中分享一
些链接。对此次冲上热搜的话题，他们怎么看？对
此，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热搜话题中退群的爸爸其实有很多无奈，他的
心情我完全能理解。其实，我也有过退群，甚至解散
家庭群的念头。”5月4日，71岁王先生说。

“

老人性格变化
子女如何包容

本报记者 梁智玲

微信分享有人点赞吗

听听身边老人都咋说
本报记者 梁智玲

不知道我的魂灵来
自哪里，也不知道我未来
流向何方！但我知道生
命是父母赐予的。我像
卑微的浮草无人赏看，唯
有爹娘为我牵肠挂肚唤
我宝贝。我用泪水告诉
自己，这是拥有至亲父母
的最后时光。爹娘的生
命像将灭的残烛，我背负
瘫痪父母努力工作，拼命
几十年不为成名成家，只
为延续父母脆弱的心跳，
慰藉爹娘那望儿成人的
可怜心愿。

我用泪水告诉自己，
这是拥有至亲父母的最
后时光。

我将父母合葬，空荡
荡的家里再也感受不到
老人的温暖。我祈求苍
天还我爹娘。

爹娘啊，儿承诺像您
一样站直身子做人，撑起
家的风帆，勇敢面对人生。

●今 悟

父母走后，我的心是
孤独的，人也许都会有这
样失魂的经历，几十年与
父母相依为命的习惯，突
然没有了父母和牵挂，便
生出莫名的恐惧。

12 年 后 ，我 的 孩 子
问：“爸，这是一首歌的歌
词吗？”我对孩子说：“爸
爸写的是歌词吗？不是
的，那是血肉分离后流出
的血，那是思念至极成伤
后流出的鲜血。”

二七一 回首月明中
2008年6月15日

今天是父亲节，总觉
得应该有我们中国人自
己的父亲节，因为其中的
文化和精神信念不一样。

昨天，去郑州《今日
安报》（现更名为《河南法
制报》）报社接受采访。

还有6天就到夏至节
气了，热了。一位给我引
路的朋友下午临别时，在
太阳下面突然问我：“出
来这么久了，身上的钱够
吗？中午吃饭了吗？”

闻言不由得泪如泉
涌，我怕朋友看到我的泪
水，不顾朋友的呼喊，急
忙向车站跑去。

在长途汽车上我一
直控制不住泪水，身上的
纸用完了还不行。

父母走后，我几乎忘
记什么叫关爱，总是在夜
深人静时，或一个人时在
父母躺过的床旁流泪，流
得眼睛干涩不敢见光，影
响了看书写作。

经常回想这些年与
父母相依为命的日子。
父母在忍受病痛折磨的
时 候 ，总 还 惦 记 着 儿
子。夜半钟声响起，母
亲总是说，别写了，先睡
吧。中午下班，父亲总
要问一声，吃饭了吗？
别饿着。话不多，却让
我有了家的温暖，为有
父母而幸福，哪怕父母
双双瘫痪在床。而今天
朋友的话多么像父母生
前时常说的对我关怀的
话啊！

●今 悟

别人只会关心你飞
得有多高，而不会关心你
飞得累不累。朋友意外
的关心刹那间打开了我
泪水的阀门，让我的眼泪
喷涌而出。“父母”两个字
在心里忽然变成了敏感
词，在与人交往中我表面
还很坚强，却受不得别人
的关心与温暖。今天想
来，忍不住的泪水其实是
对父母关怀的眷恋。

12 年 后 ，我 的 孩 子
问：“爸，爷爷奶奶都走
了，是不是要忘记过去，
重新生活？”我对孩子说：

“这是轻薄的话，实际情
况不是这样的。爸爸和
爷爷奶奶是一体的，身体
分裂是什么感受？爷爷
奶奶走了，爸爸一下子孤
独了。另一方面，爸爸是
你爷爷奶奶血脉的延续，
家道观念的继承者，‘慎
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
祭尽其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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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
流年

□裴纪民

从1987年到焦作矿务局（焦煤集团前身）九里山矿工作，

到2021年离开心爱的工作岗位，我在该矿工作了30多年。从井下

到井上，我从事过共青团、组织、统战、宣传等工作。回首过往，思绪

万千，我深深地感到把自己的青春留在矿山，献给挚爱的工作，无悔

自己的青春韶华，不负这似水流年。

“
感谢19921992年

矿工品格催我奋进

因为从小喜欢写作，工作之
余我经常学习写一些诗歌、散文，
并且偶尔见诸报端，慢慢地在矿
区有了点小名气。1992年春节刚
过，我被调到矿宣传科工作，开始
专职从事煤矿新闻写作。从此，
我经常深入区队车间采访，并因
此结识了许多淳朴憨厚的煤矿工
人，我也经常被他们不怕吃苦、甘
于奉献的精神所感动。

1997 年，为提高工效，九里
山矿在焦作矿务局率先实施放
顶煤开采工艺创新，面对这一新
的课题，以矿采三区党支部书记
裴洋生为代表的区队领导班子
主动请缨，挑起了试采的重担，
并通过艰苦努力实现了一次试
采成功。

采访中我了解到，为了放顶
煤工作面的正常生产，从焦作矿
务局领导到采三区的每一个职
工，他们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局领导多次来到采三区现场指导
工作，矿领导经常深入井下跟班
现场指挥生产，该区区长靳勤学、

党支部书记裴洋生经常是几天几
夜不回家，生产班长徐如春带领
工人克服生产困难，多次创出小
班生产记录……正是因为有这么
一支“敢于吃苦，敢打硬仗”的队
伍，矿上的安全生产才有了坚强
的保障。

曾经有人认为煤矿工人傻大
黑粗、头脑简单，但我所了解的煤
矿工人不仅能够吃苦奉献，更善
于钻研学习。2002年，为了使职
工适应综采技术的需要，九里山
矿有针对性地对涉及综采试验的
单位进行了特殊的学习培训，对
于担任综采试验的采二区职工，
矿上要求他们在综采支架安装任
务完成以前，必须熟练掌握综采
的基本操作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知
识。当时他们还不是脱产学习，
而是一边生产一边学习，采二区
所在的14021工作面顶板破碎、
压力大、淋水不止，地区条件异常
恶劣，但全区职工没有一人喊苦
叫累。他们在每天完成400吨煤
炭生产任务的同时，还要坚持两
三个小时的学习。经过一个多月
的刻苦努力，职工的技术水平和
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经
考核考试，有95%的职工通过了

理论和实践的检验。
矿机电科为了提高职工的技

术水平和理论水平，每天都要对
特殊工种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坚
持每周四下午组织职工进行政治
理论学习，定期在职工中开展技
术练兵和技术比武活动。为了保
证综采安装任务顺利完成，他们
还组织职工专门到平顶山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无锡煤矿机械
厂学习综采设备的操作技能和安
装流程，从而为综采设备的顺利
安装提供了保障。

矿皮带队为了适应综采的需
要，他们把井下一些常用设备搬
到课堂，现场拆装，学习和掌握一
些常见故障的判断和排除。通过
技术培训学习，区队职工全部都
能处理一些设备的常见故障，从
而为矿上的综采运输夯实了技术
基础。

可以这样说，综采试验不仅
使采二区的职工经受了一场艰
苦的考验，而且使全矿职工得到
了一次全新的洗礼和锻炼，这也
正是矿工品格的真实写照，在这
样一个企业里成长，结识这些淳
朴的矿工兄弟，我感到十分荣
幸。

难忘19871987年

遇见可敬的王师傅

时间的步履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转
眼间，我从老家延津来到焦作煤矿工作已37
个春秋，很多在煤矿工作的情景就像已经消失
了的记忆中的船，再也找不见，可始终让我忘
怀不了、割舍不下的还是1987，这个对我来说
非常偶然的数字。

1987年，18岁的我怀着对煤矿的神秘感
和好奇心，跟随即将退休的父亲从老家延津来
到这个让我渴望许久的煤城——焦作，到九里
山矿井下工作。第一天上班时，区队领导让一
位姓王的师傅领着我。王师傅个子不高，但很
精干，看上去40来岁的样子。可听其他工友
说，王师傅已经是50岁的人了，我有点不大相
信。

王师傅人很热心，很和蔼。在更衣箱前换
衣服准备下井时，他一再嘱咐我：“小裴，下井
后可要跟紧我，一个人可不能随便乱跑乱撞，
摸错了路，小心上不了井。另外，一定要记好
更衣箱的位置，不敢忘了！”我一一答应。

心里念着不敢忘记、不敢忘记，可粗心大
意的我还是忘记了。上井后，那一排排的更衣
箱使我眼花缭乱，分不清东西南北。周围人不
少，可我一个也不认识，急得我眼泪都快掉下
来了。正在这时，王师傅也从井下上来了，他
看我着急的样子，忍不住笑了。

“交代过还记不住，来吧！”说着，他把我领
到了更衣箱前。

“看清了，你的更衣箱号是1987。1987！
这么巧，我正好是1987年开始上班，仅这一
次，1987这个数字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
里，连同王师傅的那张笑脸。

上了几个班，刚下井的那股新鲜劲没了，
我才知道矿工的工作并不是好干的。“我已18
岁了”的狂劲，变成了“我才18岁”的感叹。多
亏了王师傅，在我愁闷时陪我在矿区内散步，
让我开心；下了井，手把手地教我技术，有时他
会把我当成一个孩子，我也觉得自己离不开王
师傅。

就这样，我一天天成长起来，从王师傅那
里学会了很多东西。后来因工作关系，我要和
王师傅分开了。临走时，王师傅紧紧地拉住我
的手，动感情地说：“小裴，师傅最后再交代几
句话，以后不管在哪儿工作、干啥工作，你都要
记住‘做人要真，做事要勤’，能做到这些，师傅
就放心了。”我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

王师傅退休时，我又见过他一面，之后就
再也没见过他。

王师傅，您还好吗？您还能记起1987，记
起那个因为找不着更衣箱而急哭的小裴吗？
我可亲可敬的王尚可师傅。

再见20212021年

无悔煤矿几十年

2010年 3月，我被任命为矿
宣传科科长。为不辜负组织上的
信任和重托，我为自己定下了

“学、转、爱、创、实”的五字要求。
即一要学，坚持不断学习，拓宽知
识面，打牢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
功底，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二要
转，适应集团公司战略重组后的
新形势、新变化，转变观念，解放
思想，拓宽思路；三要爱，爱企业、
爱岗位，精力集中干工作，立足岗
位作贡献；四要创，要开拓创新，
结合矿井实际，探索实践，宣传思
想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争创一
流宣传工作业绩；五要实，对自己
严格要求，求真务实，不走形式，
保证工作质量。

当年4月，为了宣传“爱岗敬
业、视责如命”的九里山矿优秀区

队队长王立忠同志的先进事迹，
我先后采访了近百名职工，收集
整理了上千份职工的学习心得，
连续加班5个昼夜，逐句推敲、修
改，最终完成近万字的“责任如
命”人物事迹通讯，在《河南日报》
《河南煤化报》《焦煤视窗》等媒体
刊登后，在焦作矿区引起了不小
反响，使大家有了学习的楷模，干
事创业的劲头日益高涨。

2011年，矿上开展了瓦斯治
理示范矿井创建工作。为调动广
大职工搞好区域瓦斯治理工作的
积极性、主动性，营造做好区域瓦
斯治理工作的浓厚氛围，我和宣传
科的同事多次深入井下一线，拍
摄、收集瓦斯治理工作画面，并赴
郑州进行瓦斯治理专题片的后期
处理与制作。一年时间，我和宣传
科的同事共同制作了3部矿井瓦
期治理专题片，举办了6场瓦斯防
治知识竞赛，制作了48块瓦斯治
理宣传牌板，这些工作进一步把全

矿职工思想和行动凝聚到做好区
域瓦斯治理工作的目标上来，为矿
上的安全发展转型奠定了基础。

同时，我和宣传科的同事坚
持以《中国煤炭报》《河南日报》
《焦作日报》《河南能源报》和《焦
煤视窗》为对外宣传阵地，先后刊
登了《一个老煤矿的新追求》《新
年第一场培训》《闯过去，前面是
个天》《喜看煤海春潮涌》《牢记嘱
托担大任 躬身实干谱新篇》《责
任如命》等纪实性报道。

近年来，我还先后撰写了近
10万字关于煤矿企业改革发展以
及党的建设的理论文章，和同事们
共同编纂了100多万字的九里山
矿50年矿志。

回顾自己30多年的工作历
程，没有骄人业绩，但最让我欣慰
的是把自己全部的青春和汗水奉
献给了心爱的矿山。

上图 裴纪民。
郭东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