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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给孙子做啥好？”
“你家孩子晚上啥时候睡觉？”“现
在的天气早晚有点凉，你给孙女
穿长裤没？”中午放学时分，各小
学门口热闹起来，承担接送孙子
辈上下学重任的老人，因为同样
的生活节奏聚集在一起聊天。除
了接送孩子，这些老人还会约在
一起散步、打牌，相互撑起了彼此
新的朋友圈。

9月11日11时30分，解放区
学生路小学门口围满了等待接孩
子放学的家长。人群中，有很大一
部分是老人，他们三三两两，或站
或坐，有的拿着水果，有的提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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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爷爷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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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她照顾孩
子上下学的经历。这位老人姓
张，老家在修武县西村乡，今年9
月份来到焦作，承担起接送小孙
子上下学的任务。“主要负责中午
接送和孩子的午餐。”她说，别看
只是一顿午餐，加上接送，也得忙
活好几个小时。她刚开始也不太
适应，接送几天后发现学校门口
和自己一样的老人很多，还结识
了一些同年级、同班的家长，经常
在一起交流，也就适应了目前的
生活节奏。

和张阿姨一样，学校门口很
多老人从不适应到适应。因为照
顾孩子，如今他们的生活规律完
全和孩子保持一致。“孩子开学，
我们也‘开学’；孩子放假，我们也
放假回老家住几天。生活节奏很
紧张，但是也很充实。”接孙子放
学的苏先生说。据介绍，他和老
伴退休后的精力全部用在了照顾
孙子、孙女身上。这些年，他们因
为照顾孩子，也结识了很多新朋
友，照顾孩子之余，会相约到附近
的市人民公园散步、聊天，生活也
别有一番滋味。

与接送孩子的年轻人只顾着
低头玩手机不同，很多老人更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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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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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去公园玩耍吧？”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一些性
格开朗的老人还会趁着空闲时间
约起来，来一场沉浸式交流。柴阿
姨的老家在新乡市延津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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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从老家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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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感到寂寞。陪伴孩子这几年，她
和结交的新朋友一起聊天、散心，
也加入了一个广场舞队伍，每天生
活得乐呵呵。

“老人进城帮我们带孩子我
们很感激，总担心老人不习惯这
里的生活，我们希望老人能尽快
建立自己的交友群。”家住解放路
远大南苑小区的曹女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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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和朋友，
适应起来需要一个过程。婆婆从
老家来照顾孩子后，整天就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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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和爱人
商量后，她通过孩子的小伙伴，帮
婆婆建立了几个家庭的交友群，
他们相约一起逛公园、聚餐，希望
通过这种方式，让婆婆的生活变
得丰富、有趣起来。

对此，曹女士的婆婆也非常
认可。她说，刚从老家来焦作，一
切都是陌生的。如今通过小孙女
的同班同学，她认识了很多同龄
人，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有时候
遇到困难还会打电话求助，生活
也不再单调了。“这学期我们几个
老姐妹报名了老年大学，一起学
绘画。这不，刚上了两节课，很有
意思。”她说。

结婚后，你们还和父母同住吗？面对这
个问题，答案也不尽相同。如今，根据家庭成
员结构、各自工作的需要，很多家庭都选择了
三代同住，彼此之间能相互照顾。子女与父
母同住，也会因生活习惯、消费观念的不同产
生一些摩擦。子女和父母同住究竟是弊大于
利还是利大于弊，彼此之间如何能更好相处，
我们来听听不同的声音。

今年74岁的武阿姨是个乐天派，儿子结
婚成家后，她和老伴果断地把儿子“赶”出家
门。“孩子大了，总要远走高飞。孩子们都有
适应社会、照顾自己的能力，两代人没有必要
住在一起，即使是亲生儿子也会有摩擦，还是
距离远点好。”她说，两代人的生活方式不一
样，需要有边界感，更需要不同的生活空间。

这些年，武阿姨和儿子的小家一直都保
持着距离，除了过年过节一起聚餐，偶尔结伴
旅游，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一起，彼此的生活也
平静、幸福。“就说这吃喝吧，我们喜欢吃的东
西年轻人不喜欢吃，与其在一起吃饭闹别扭，
还不如趁早分开。”她说。后来，随着孙子的
出生，她和老伴也承担起照顾孙子的任务，但
彼此还是不住在一起。“白天把孙子接到家中
照顾，晚上再把孙子送回儿子家。”她说，目前
和老伴健康状况良好，更倾向于独居，如果以
后真的生活不能自理了再考虑其他方法。

市民刘丽萍今年63岁，她和老伴一直与
儿子、儿媳、孙女居住在一起。“居住在一起是
为了生活方便，从儿子结婚后我们就没有分
开过，10多年了，彼此相处得也挺好。”她说。
说起融洽的生活，刘丽萍自有一套方法。她
说，他们家人都属于不挑理、想法少的类型，
在生活中各自分工明确。他们老两口退休后
有时间，承担起了全部家务活，年轻人工作
忙，在家时间短，对家里的事情也很少参与，
更不会提意见。“双方都要包容，相互理解，日
子就能过得越来越好。”她说，如果与孩子同
住，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是长辈，就插手孩子的
家庭事务。小夫妻之间有他们的相处方式，
当老人的不要过多参与，更不要评价、干涉。

“与成年子女相处，还是要保持‘一碗汤
的距离’，适当的距离让彼此都舒服。”河南理
工大学副教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河南省
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成员仝兆景说，子女与父
母同住，双方应把包容二字当成相处原则。
父母体谅子女工作辛苦，子女感恩父母的付
出，如果双方能换位思考，多从对方的角度考
虑问题，住在一起就会增加更多幸福。反之，
太近距离的相处也会成为一种束缚。有界
限、有距离、有联系、有守望，或许是目前父母
与子女相处的最佳方式。

子女父母同住
彼此如何相处

本报记者 梁智玲

对于很多老人来说，舍弃自
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节奏，到陌
生的地方帮助儿女照顾孩子是心
甘情愿又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说
这是心甘情愿，那是因为他们对
儿女有深深的爱和牵挂；如果说
是迫不得已，那是因为他们要适
应陌生的环境，担起一分责任。

这种情况下，帮助老人适应
新生活，减轻他们心理上的孤独，
显得尤为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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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得常
常忽略了父母。如果老人已搭建
了自己的朋友圈，请多给予一些
鼓励。如果老人暂时还未搭建起

自己的朋友圈，做子女的不妨多
陪老人聊聊天，了解他们的真实
想法，抽时间带他们熟悉周边的
环境，帮助他们建立新的生活方
式和观念，鼓励他们尽快适应新
环境、新生活，通过有效社交缓解
他们的孤独。

老人看娃建起朋友圈
他们爱聊带孩子经验

本报记者 梁智玲

■记者手记 有效社交，缓解孤独
□梁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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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暑翌日早上，我与爱
人坐车来到河南省焦作市云台
山茱萸峰，想在遮天蔽日的绿
意葳蕤中舒缓心情……”9月
11日，焦作作家王保利描写焦
作云台山风物的散文《盐肤落
花》，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

“旅游天地”栏目。
王保利系中国散文学会会

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焦作
市作协理事、山阳区和中站区作
协副主席，这篇《盐肤落花》是他
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
作品。王保利告诉记者，他退休
后，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美。他多
次上云台山，不仅把美丽的山

水、风物记在心间，还倾注于笔
端，撰写了20多篇有关云台山
的文章，发表在全国媒体。

修武县云台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监事会主席高俊读后说：

“树上掉下来一个苹果，牛顿发
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树上落下几
粒小花，王老师写下了《盐肤落
花》，并发表到《人民日报》海外
版，点赞，感谢！”修武县文史委
副主任王保成深有感触地说：

“认真拜读《盐肤落花》，这篇文
章似乎得来不费丝毫功夫，实际
上却蕴藏着作者与生俱来的善
良、细腻、敏锐，半生的阅历以及
对生活的满腔热爱。没有刻意

痕迹，却处处显功夫、见真情！”
记者从市作家协会获悉，

截至目前，焦作有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15人、河南省作家协会
会员170人，焦作作家的创作
力，展现出的万千气象、生机勃
勃令人欣喜。市作协主席暗香
表示，焦作文学人才青蓝相继，
老中青三代笔耕不辍，薪火相
传，形成了强劲的后浪推前浪
之势。广大作家朋友们以笔为
犁，深耕细作，用文字编织出一
幅幅生动绚丽的文化图景，让
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焦作文
化的独特魅力，对宣传焦作起
到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连日来，焦作文坛风云再起：
先是焦作“90后”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高鼎文（笔名：我会修空调）入选全国
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代表名单。接着，焦
作市作协主席暗香新书出版，焦作作家
王保利散文作品首次登上《人民日报海
外版》。

焦作文坛，激起一池春水；焦作文
坛，星光熠熠。

本报记者 赵改玲

“

9月3日下午，第九次全国
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北京闭
幕，我市作家、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高鼎文入选全国青年作
家创作会议代表名单，两天的
会议让他收获满满。

1993年出生于焦作的高
鼎文，代表作《我有一座冒险
屋》成为2018年悬疑新人王。
他还能玩转“治愈系游戏”，创
作张弛有度，紧张中带着搞
笑，力图通过有温度的悬疑故
事传递人性的温暖。去年，他
成功入选中国作家协作会员。

这是高鼎文首次参加全国
青年作家创作会议。高鼎文说，
两天会议，听到了各位老师和作
家的讲话，感悟很深。

他说，青年作家们自信自
强，活力迸发，青年作家队伍

持续壮大，正在成为文化强国
建设的生力军。我们在创作
的同时，也要心系民族复兴伟
业，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
宏气象，坚守人民立场，书写
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用情用
力讲好中国故事，坚持创新，
守正不守旧。

“文学的创作生产、传播
方式，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挑
战，并展现出巨大的可能。我
们扎根现实的同时，也要积极
拥抱新知识、新技术，继承传
统基础上有敢于迭代的创造
力，有冲破固化和束缚后敢于
标新立异的想象力，在融合人
类经验的前提下坚持主体地
位的自信力。要通过不断努
力，做一张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文化的名片。”高鼎文

说。
更早一些，“90后”作家杜

永利6000字散文《湖边的抒
情》登上《人民文学》，这是河
南“90后”散文作者首次在国
刊亮相。文章以龙源湖为书
写对象，描画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好画卷，同时融入了
陈式太极拳、竹林七贤等怀川
文化元素，有力宣传了我市的
优美风光及厚重文化。

同样是“90后”作家的梁
紫燕，涉猎电影、电视剧剧本、
小说、散文等多种创作。近
日，梁紫燕创作的青少年犯罪
题材长篇小说《无声回响》被
《啄木鸟》杂志2024年两期封
面推荐，连载完成，单行本即
将出版，相关影视剧改编正在
洽谈中。

如果“90后”作家正冉冉
升起，那么中年作家“正青春”。

记者从市文联获悉，近日，
市作协主席暗香的长篇小说
《小城大医》由新世界出版社出
版。该书曾入选2022年中国
作家协会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
持项目。

小说主人公石硞是某地级
市医院最年轻的外科大夫，因
医术精湛人称“石一刀”。他

“飞刀”救人，却被家属反告“索
取红包”，在自媒体大V的带节
奏下，一度被推上了舆论的风
口浪尖，差点“社死”。他失踪
多年的初恋郑暖夏突然出现在
眼前，同时，一个正常死亡的病
人家属却以“医疗纠纷”将他告
上了法庭……

石硞虽饱受医患纠纷、人

事待遇等多方面的不公平待
遇，但在郑暖夏的支持帮助
下，他婉拒了一线大城市医院
开出的优厚条件，坚韧地留在
小城，主动抵制行业不正之
风，十年如一日地深入基层义
诊，推动城乡医联体建设，积
极参加抗洪医疗救护队，本着
救死扶伤的本分，将“两只起
死回生手，一颗安民济世心”
的“小城大医”医者仁心演绎
得淋漓尽致。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
心主任何弘对此评论：《小城大
医》是一部充满尘埃烟火味的
作品。暗香以“大城市和小城
市的人才争夺战”为切入口，用
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情感，描
绘了一幅生动而真实的医疗图
景，展示了人性的善良与光辉，

引发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
思考。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
者乔叶说：在《小城大医》中，我
看到了医者仁心的光辉与人性
温暖的深刻描绘。作品通过普
通医生的日常与抉择，展现了
一个充满温情与挑战的小城医
疗世界。这不仅仅是一部书写
医疗行业的小说，更是一部关
于人性、责任与担当的作品。

暗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民族影视艺术发展促进会
电影网视剧委员会委员，河南
省作家协会理事，焦作市作家
协会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
《瓷惑》《盛雪》《原味的村庄》等
15本图书和《盛宴》《那年小米
正芬芳》等六部电视剧剧本。

“90后”作家登上大舞台

暗香新作，乔叶点赞

“60后”王保利“宝刀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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