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阳节，似一份情怀，如这季节里灿然绽放的傲菊，色彩鲜艳，但这种馨香要走进了才能闻得到。不浓烈，不造
作，有轻风无意吹过最是自然，历久弥漫。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经历，这一天，回顾一下与老人有关的亲情故
事，启开心里那丝平时无暇或不愿翻开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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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周读

九个亲情故事

今年86岁的刘好兰老人之前一直独
自生活，为的就是图一个自由方便，用老
人的话说就是“儿子、儿媳妇都要下地干
活，一旦农忙时节吃饭作息都没个规律，
跟孩子们一块住，还得让他们牵挂着回家
做饭、烧水的，给大家添麻烦，趁着自己能
动弹就自己住，想吃啥了就自己做啥，想
睡觉了就睡觉，自由自在。”

今年夏天，老人生了一场病，出院后
老人坚持独自居住，但这一想法没有通过
孩子们的关口。

老人的大儿子李本胜今年也56岁了，
每次去医院检查治疗，都是他背着老人跑
前跑后，在医院陪床几个兄弟姐妹轮流倒
班，时时刻刻围在老人身边伺候着。

“老人生你养你，忙忙碌碌一辈子，到
老了你不好好伺候谁伺候。”老李常拿这
句话跟妻子和子女们交谈。

看到孙子们带着孩子都回家过中秋
节，在儿孙们的簇拥下，老人脸上的幸福
之情溢于言表。“儿孙满堂，都生活的好好
的，大家也都很孝顺，这就很好了。”老人
的话语中充满了幸福。

整理 本报记者 李涛

儿孙满堂就是最大的幸福

接老人回家过节

似乎像我们这代人，都有和老人一起
居住的经历，跟他们的感情也无法用文字
来形容。

我从小生活在姥爷家，一直到初中才
离开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升了初中，
也就离开姥爷家，去离学校更近的父母家
居住。起初与父母居住，让我稍感不适应，
还是会经常回姥爷家蹭蹭饭。每次我都会
买两串糖葫芦带回去，姥爷、姥姥总是把
大部分留给我，还一个劲地说，“太多了，
我们吃不了，你快帮忙吃点”，每周如此。

渐渐的，我有了自己的圈子，自己的
家庭，回姥爷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而姥
爷、姥姥也日渐年迈。渐渐的，天天为家庭
起居东忙西跑的姥姥拄上了拐，再也上不
了楼梯。高大壮实的姥爷，也变得不爱吃
饭、不爱动弹。

上周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他们，在路边
买了几串糖葫芦带去，老人很高兴，但依
然不舍得吃，一个劲的给我和妻子。我想，
这甜甜的糖葫芦老人怎么会不爱吃呢？只
是他们一辈子都在想着付出，给儿女给下
一代，却忘了对自己好一点。重阳节快到
了，我们相约着把老人接回家，给他们高
高兴兴的过个重阳节。

口述 虎子 整理 本报记者 秦昕

生命在于运动，再老也要奉献爱心

十年老人节和老人一起度过

63岁的都昌街办养老院院长张增
凤，这个把养老院把养老院当成家，把
养老院的老人当成家人的老人，在2013
年的重阳节，依旧决定选择在养老院和
老人一起度过。

10日这一天，都昌街办养老院的8
名老人将被送往其他养老院，张增凤与
他们合影留念，“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
流浪老人，在这里多年，我执意留下了

2个人。”张增凤说，把他们送到别的
养老院，她的心里是不放心的。

张增凤做院长已经有10年的时间，
在这10年的时间里，张增凤每年的重阳
节都和老人一起度过，十年没有在自己
的家里单独和家人一起过重阳节，甚至
是春节，“忽略了家人。”张增凤感到
愧疚，所幸家人能够理解她，也支持
她，“重阳节在养老院里过，摆上一桌
好菜，大家一起乐一乐。”

现在的都昌街办养老院里，还有40
来个老人，这些老人最舍不得的就是张
增凤。张增凤说，她有过好几次想要退
休的念头，“我想走，不想干下去了，
但是放不下这些老人，他们也不让我
走。”

整理 本报记者 赵松刚

64岁的张桂山是潍坊市虞河志愿救
助站的一名志愿者，平时最爱游泳的他，
与一群中老年人常年在虞河里游泳，无
论夏天还是冬天，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游泳，是他最爱的运动。救人，是他最大
的爱好。

跟往常一样，下午3点半左右准时赶
到健康街以南的虞河边上。即将到来的
重阳节，张桂山说，他依然要到河边，跟
他的这帮老朋友们一起畅游虞河。

已经64岁的老人张桂山，跟别的
老人不同，他最热衷于的事情有两样东
西：一个是不停的运动，另外一个是给社
会做贡献。张桂山说，他觉得老年人的健
康最重要，不能懒懒地呆在家里，要不停
运动，保持年轻的心态。

另外一方面，张桂山也把游泳上升
到救助溺水者的高度，他把自己的爱好
当成一种风险爱心的方式，并以此救助
在河中溺水的人。重阳节将临的时候，张
桂山也不放下这些，“这些都是习惯，老
人年纪大，但是要保持健康，给社会做贡
献。我们还有用。”

整理 本报记者 赵松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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