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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快乐

益寿之道

眼睛疲劳时眼睛
酸、胀或痒，闭上眼，
这种感觉更加明显，
甚至还伴有流眼泪或
视物模糊等。这时可
掐压大拇指上的三个
相邻穴位，分别是明眼穴、凤眼穴和太空
骨穴。此三穴为经外奇穴，分别位于大拇
指的指甲后方关节桡侧、中间和尺侧。

方法：用一手拇指、食指和中指夹
住另一手大拇指，以指甲分别对这三个
穴位予以刺激，以略微感到疼痛的力度
掐压，反复10次。

本法有提神醒脑的功效，可达到快
速有效缓解眼睛疲劳的目的。⑩2

(艺 瑶)

眼睛累“掐一掐”

96岁老人黄万春的大家庭——

孝老爱幼亲情浓，美满幸福好家风

昨天上午八九点钟，68岁的李金
铭老人提着自己出门必备的塑料水
杯，来到市区工业路黄龙庙善爱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与常到那里玩乐的
老人们聊天。有时，没人聊天了，他
就看老人们下棋，或是看其他老人打
乒乓球。他说，这个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离他家近，他现在每天就像“上班”
一样，都来这里“报到”。李金铭是一
位孤寡老人，而且有残疾，这些年，他
自学了相关心理知识，利用这些知
识，他常常对交往中发现的有心理问
题的老人进行疏导。

此前，李金铭老人曾拿着一张刊
登着《奶奶“唠嗑队” 专治老年人各
种“苦闷烦”》新闻的报纸，到报社找
记者，希望社会更多地关注孤寡老
人、空巢老人、失独老人，特别是要关
注这些老人的心理健康。他说与老
人相关的两个数据让他很揪心，一个
是老年痴呆症患者，一个是失忆老
人。有关数据显示，全球每 3秒钟就
有一个老人陷入认知障碍困境。另
有数据表明，我国老年性痴呆病患病

人数已超过500万，占世界总病例数
的四分之一。李金铭说，他周围的老
年痴呆症患者和失忆老人中，孤寡老
人、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居多，因为他
们缺少关爱，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疏
导……

记者在黄龙庙善爱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与 78岁的李永全老人聊起

“孤寡老人话题”，李永全老人说，现
在独居和空巢老人增多，这些老人可
能在物质上吃穿不愁，但是心灵上的
寂寞和精神上的瘠薄让他们备受煎
熬，这对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极为不
利，因此，社会要对这些老人进行援
助。

李金铭老人希望“孤寡老人”形
成互助团体，日常生活中互帮互助，
他自己也愿意力所能及为“孤寡老
人”服务……

“你回来几天了？”“昨天刚回
来……”昨天上午，在市区七一游园，
69岁的刘春华老人一进园就被几位
老人围住问长问短。刘春华老伴去
世多年，儿子在外地成家立业，儿子

曾多次将她接到身边生活，因气候、
饮食不习惯，她执意要一个人在南阳
生活，今年中秋节前，她去儿子家过
节，节后又住了一段时间，还是想回
来。刘春华告诉记者，平常生活上她
基本能够自理，至少，买菜做饭、上厕
所、洗澡等最基本的活动没有大问
题，就是一天到晚没个说话的人，心
里孤单，因此只要天气晴好，她都要
出门到游园里坐坐……刘春华说，现
在游园里有各种健身设备，平常出来
锻炼活动的老人多，可以聊聊天解
闷，或者在游园里听人唱戏。刘春华
还说，她在游园里结识了几位老人，
很对脾气，平常几天不见，会互相打
电话问候，有时上医院看个小病，还
能找他们陪一陪。刘春华期待社会
能有组织有步骤地对孤寡老人、空巢
老人、失独老人开展帮扶活动，让老
人在精神上有所依靠。

采访中，不少老人说，孤寡老人、
空巢老人、失独老人是一个特殊的群
体，这个群体因为缺失亲情，老人们
更需要精神上的关怀。⑩2

亲情缺失，心里孤单

孤寡老人需要爱

本报讯（记者马潇潇）昨日，记者
从市公交总公司了解到，为使特殊人
群享受公共交通优惠便民服务，10月
11日至31日，市公交总公司专门设立
窗口为70岁以上老人、革命伤残军人、
残疾人办理公交“爱心卡”。

据介绍，市公交总公司早在几年
前就推行 70岁以上老人、革命伤残军
人、残疾人凭“爱心卡”免费乘坐公交
车优惠便民服务。往年已经办过“爱
心卡”的 70岁以上老人、革命伤残军
人、残疾人，每年年检一次；没有办过

“爱心卡”的，市公交总公司每年的 10
月份或 11月份会设立服务窗口，专门
为70岁以上老人、革命伤残军人、残疾
人办理“爱心卡”。

10月11日至31日，市公交总公司
集中20天时间，安排工作人员中午、星期
天轮班不休息，为70岁以上老人、革命伤
残军人、残疾人办理公交“爱心卡”。⑩2

10月31日前

70岁以上老人
办公交“爱心卡”

本报讯（记者马潇潇 通讯员贾
景 赵 飞）日前，社旗县李店镇卫生
院医务人员到该镇半坡村，为全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和65岁以上老人开展健
康体检义诊活动。

把健康扶贫送到群众家门口。近
年来，该镇卫生院每年都会对全镇建
档立卡贫困户和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
提供一次健康状况评估、体格检查、健
康指导等健康管理服务，并建立健康
档案，签约家庭医生，形成常态化的服
务模式，为贫困户和老年人的疾病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受到群众广泛称赞。⑩2

健康服务送上门
免费为老人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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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潇潇

卧龙区谢庄镇刘
庄 村 黄 万 春 老 人 96
岁，老伴王秀珍86岁，
两位老人家恩恩爱爱
在 一 起 生 活 了 近 70
年，吃苦耐劳一辈子，
如今还劳作不止，给满
堂儿孙传承了良好的
家风。

勤劳人家，日子美满
黄万春和王秀珍两位老人养育了6

个儿子3个女儿，大儿子今年都68岁
了。王秀珍老人说：“我17岁嫁给他，他
家当时很穷，公公眼瞎了婆婆去世，一家
三口，就一个劳力，他啥活都得干，我里里
外外照料，有了儿女后，他更勤劳，日子一
天天过下来，现在这个家有四十几口人，
孩子们都很孝顺，老来我们身体还行能干
得动，就不想坐着吃闲饭，能干多少是多
少！”

听说记者来采访，老人的大儿子、四
儿子、大儿媳妇、二儿媳妇都过来了。大
儿媳妇、二儿媳妇如今也是当奶奶的人
了，妯娌二人夸起公公婆婆，真情流露。
她们说，公婆勤劳，处事公允，疼儿爱女，
好家风让她们妯娌之间都没红过脸，她俩
嫁过来十几年后当家里都16口人了才分
家……黄万春是个闲不住的人，现在还
开荒种菜，捋草喂羊放羊，天天要干活；王
秀珍天天去村小学收集剩菜剩饭拿回来
养鸡养鸭。两位老人家生活自理，养的奶
羊，羊奶喝不完，还供几家儿孙辈天天喝
羊奶……孙媳妇杨旭说起两位老人吃苦

耐劳，语气里充满了尊崇。
黄万春老人不吸烟、不喝酒，没有吃

过保健品，也不挑食，身体硬朗的他面色
红润，目光炯炯；王秀珍老人也是精神矍
铄，气色好……他们一辈子勤劳，给儿女
们做出了好榜样，儿女们也个个勤劳，都
将日子过得美满幸福！

孝老爱幼，其乐融融
黄万春的几个儿媳妇都说，公公

豁达，婆婆善良，从不和小辈儿置气；
杨旭说，爷奶疼小辈儿，对重孙辈更是疼
爱，十几个重孙儿都是“宝贝”……

时近中午，在我们交谈时，三儿媳妇
早已经到厨房忙碌去了。当饭菜端上桌，
打动人心的一幕让记者不由自主地拿起
手机想抓拍那些温馨的一幕：三儿媳妇将
饭端到老人家跟前，孙媳妇杨旭坐在爷爷
身边，给爷爷拿了筷子后，就先剥了个咸
鸭蛋给爷爷，看老人家咀嚼得慢，杨旭又
贴心地说：“爷，要是你觉得米蒸得硬的
话，能吃多少是多少，别强吃！”杨旭像哄
小孩子一样照顾着老人家。吃了半碗米
饭，老人说吃饱了，刚放下碗筷，杨旭就给

老人家端了杯温开水，并双手递给老人，
还说“你今天吃得少，没吃饱吧”，就在杨
旭照顾爷爷时，其实老人家在不时地给凑
到身边的重孙女夹菜……三儿媳妇怕老
人没吃饱，又起身到厨房给老人做了碗热
气腾腾的面条端上来。

吃饭前，王秀珍老人说先要去小学
校收集剩饭菜喂鸡鸭，不让大家等她。三
儿媳妇悄悄对记者说：“老人家想干什么
随他们意儿，她不忙完自己的活儿，饭吃
不香！”等王秀珍老人回来，三儿媳妇赶紧
将捂在锅里的热饭热菜端上来，杨旭忙给
奶奶拿筷子端水。

吃了碗热面条，黄万春老人的脸色
更显红润。饭后老人谈兴更浓，聊天中，
老人一边说话一边摇着椅子，这时，细心
的杨旭就过去坐到爷爷旁边，将一条腿伸
到后边撑着爷爷的椅子。她笑着对记者
说：“我爷像个小孩儿。”然后，她又对爷爷
说：“你坐着别
晃椅子，小心倒
后 边 ……”那

“宠溺”老人的
神情温馨无比，
其乐融融。⑩1

□本报记者 马潇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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