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火镰、墨斗到石磨、纺花车，他把乡愁全部浸润在收藏的“老物件”内——

小山村里，一位老人的“收藏情结”

爱心饺子宴
情暖重阳节

本报讯（记者 张玲）吃一碗暖心饺

子，架一座爱心桥梁。10月 13日，宛城区仲

景街道泥营社区联合龙达新天地小区，开

展“弘扬敬老养老传统，构建和谐小区”活

动，邀请年龄在 70岁以上的老人包饺子、吃

饺子。

当天上午 9时许，泥营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和龙达新天地的三个园区内热闹非凡，

笑声不断，志愿者们一大早就收拾出桌子，

在泥营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居住的老人和龙

达新天地小区年龄在 70岁以上的业主，相

聚在一起包饺子，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快

乐的笑容，她们把节日的祝福和快乐都融

入饺子里。

11时 30分左右，饺子宴正式开始。老

人和刚刚放学回来的孩子围坐在一起，大

口吃着刚出锅的、热腾腾的饺子。“真香，这

饺子馅调得好，味道足，比自家包的都香。”

在龙达新天地一区，85岁的王阿姨边吃边

笑着说，看着大家伙聚在一起吃饺子，还有

这么多年轻人忙前忙后，真心感到日子越

过越幸福。

“老人们吃好喝好玩好，比啥都好。我

们从前一天就开始忙活了，买了近 100公斤

的猪肉，分别送往泥营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和龙达新天地小区的三个园区举办饺子

宴，让老人们过一个快乐幸福的重阳节。”

龙达新天地小区联合党支部书记张崇告诉

记者，同住一个小区，这些老人就是我们年

轻人的长辈，看老人们高兴，我们也开心，

举办重阳节饺子宴，既弘扬了敬老爱老的

传统美德，也营造了助老、爱老、共建和谐

小区的良好氛围。③8

本报记者 李金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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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火用的火镰、照明用的油灯、磨豆腐用

的石磨、纺 花 车 、织 布 机 …… 这 些“ 老 物

件”，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根本没有概念，甚

至连见都没见过。在内乡县赤眉镇鱼贯口

村，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他就喜欢收藏

这些“老物件”，免费供村民和游客参观，让

大家了解农村发展历史，感受中国的农耕

文化。 10 月 11 日，记者来到鱼贯口村，走

近陈荣飞老人，感受他对故乡那份深深的

眷恋。

“这些‘老物件’凝聚着古人的智慧，留

住它们，就留住了生活的‘根’。”陈荣飞的老

伴在外打工，孩子们也都在外地，他收藏这

些东西只是为了让更多人见证时代的发展，

把祖先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的延续传承下

去。

陈荣飞说，他将会继续收集更多的“老物

件”，自己筹办的民俗博物馆也在进一步推进

当中，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到收集“老物件”当

中，把“老物件”保存下来，让现在的年轻人从

中了解农村的过去，知晓前辈的衣食住行，记

住这一抹乡愁。③8

留住“老物件” 留住生活的“根”

“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有些时候这些‘老物

件’没啥用，有些人就当作破烂，甚至当柴火烧了，

真的很可惜。”陈荣飞介绍，有些村民对“老物件”

缺少保护意识，随意丢弃，所以，他平时没事就十

里八村四下转转，发现“老物件”就买回来。

2019年，在内乡县赵店乡，陈荣飞发现一

村民门前扔着一个磨豆腐的石磨，就立马上前

询问，原来是准备扔掉，他就花钱买了下来。

2020年，在内乡县夏馆镇，陈荣飞发现一村民

准备把家里的纺花车、织布机当柴火烧掉，这

可把陈荣飞心疼坏了，急忙花钱收了回来。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陈荣飞收集的近千件

“老物件”包括了民俗用品和农耕工具。与此

同时，他还收藏了数千册图书，免费供村民阅

读，这也让他成了村里的“名人”。他的举动也

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和群众的赞扬。鱼贯口村

小学老师许国彦告诉记者，陈荣飞老人收藏的

这些“老物件”很有意义，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我

们老一辈人的生产生活情况，让孩子们感受中

国的传统文化，十分有教育意义。

别人眼中的“破烂” 他视为宝贝

“孩子们，你们知道以前农村用什么照明

吗？就是我手里这个油灯。”刚走进陈荣飞老

人家中，就听见他那洪亮的解说声。原来，当

天鱼贯口村小学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

陈荣飞老人家参观。

火镰、墨斗、笼头、打草绳机、纺花车……

一件件以前从未见过的“老物件”仿佛打开

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让前来参观的孩子大

开眼界。“陈爷爷这里的东西，以前连听都没

听过，都是第一次见，爷爷还给我们讲了这

些‘老物件’的来历和作用，感觉每一件都是

一个故事。”鱼贯口小学三年级学生许紫润

告诉记者。

“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文学，收藏一些

‘老物件’。”今年 63岁的陈荣飞精神矍铄，带

着农民特有的质朴。他告诉记者，收藏这些

“老物件”源于自己的父亲。“木工、磨豆腐、

打草绳……我父亲以前什么手艺活都会，也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当时的工具。”陈荣飞说，因

为这些“老物件”承载着对父亲的回忆，所以都

仔细保留下来。就这样，陈荣飞慢慢对“老物

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的收藏视角逐渐扩

展，从农村生活用品到农耕器具，凡是“老物

件”，陈荣飞总要想办法收来并视为珍宝。

一个“老物件”就是一个故事

快乐包饺子 本报记者 张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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