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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儿孙比吃山珍海味都强
两位空巢老人的“幸福”生活：种菜找乐子，聊天打发寂寞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泳君

2 0日中午12点，
市中区渴口乡郭村，
今年84岁的老太李兴
荣的大门还没有开，
破落的院子显得非常
安静。由于一个人住，
按照李兴荣的邻居冯
永英的说法“老太太
一个人，身体也不是
很好，到现在还没开
门是常有的事儿。”一
直到现在，李老太一
个人独居的生活已经
持续了20多年。

叩开李老太家的

大门，老太太显得有
点诧异，在记者试图
和老太太交流的时
候，老太太显得有点
吃力。“她耳背，如果
不大声说话，她根本
就听不见。”7 7岁的
老邻居冯永英对李
老太的情况比较了
解。

20多年前，李兴
荣的老伴儿因病去
世了，而李老太的儿
孙们住得相对较远，
并且一年到头大部

分的时间都在外面打
工，平常也不方便回
家，“有时候孩子们回
家的时候会过来看看
我，他们也会给我钱
花，孩子们忙挣钱平
常空闲的时候也不
多。”李老太说。

“这是他们原先
住过的老房子，几年
前就已经坍塌了，由
于是老太太一个人
住，也就一直拖着没
有修。”冯永英介绍
说。老太太的房子是

石砖青瓦并排的三间
房屋，虽然墙壁看上
去还好些，但是房屋
顶早已经坍塌掉，屋
内只能堆积一些杂
物。

冯永英说，由于
李兴荣是一个人过，
多年之前她就开始了
拾荒的生活，“都是我
和她一块儿，总是闲
着也不好，就出去拣
点垃圾卖。一次也就
卖几块钱，多少也算
补贴家用。”由于李老

太年岁已大，为了方

便拾荒，老人专门准

备了一个拐棍。之前

的时候，也有人曾对

李老太说年纪大了，

应该安享晚年才对，

但是老人一直没有

同意，虽然身体不是

很好，但是她依然坚

持出去捡破烂，“年

纪大了，有时候身体

不适，打针吃药的时

候多，能挣多少算多

少吧。”

丧偶二十年，靠拾荒维持生活

由于枣庄这几
天气温骤降，李兴荣
感冒了，一直在家养
病。在老人的门楼里
一袋一袋的矿泉水
空瓶子以及废纸箱
堆满了角落，“这是
我一个多月捡的，夏
天这些东西还好拣，
冬天捡到的就寥寥
无几了。”李老太说，
这些卖掉之后，可以
挣几十块钱，如果节

俭一点，一个月的生
活费都不愁了。

冯永英家和李
兴荣家挨得很近，十
多年前冯永英的老
伴儿就因病去世，冯
永英的两个儿子也
一直在外面忙于打
工，回来看望她的时
候也不是很多。“没
事儿的时候，我也会
帮忙照看孙子，感受
天伦之乐。但是等到

孙子长大了，看到的
次数也少了。”在李
兴荣看来，虽然年纪
大了，但是能看到儿
孙 ，也 是 最 大 的 幸
福，等到孙子大了，
开始上学了，突然留
下她一个人在家，显
得极为冷清。冯永英
已经77岁了，身体也
大不如前，也留下了
一身毛病。

中午一点钟，在

李兴荣家的门楼里，
老姐俩坐在一块儿
聊起家常。两位老人
的脸上才露出了久
违的笑容，原本极为
安静的农家小院，也
只有在这个时候才
出现生机。

冯永英说，每次
她出门的时候，没有
地方可去，一迈出自
家门儿，就不自觉的
来到了李兴荣家，能

和她年岁相当，经历

相似的人谈谈身体

情况，以及最近发生

的趣事儿。“村里人

有村里人的生活，再

说儿孙们都很忙，平

常也见不到面儿。都

这把年纪了，在这个

年龄段还能找到个

知心人谈谈心里话，

就很知足了。”

拉家常成两位“空巢老人”唯一乐趣

平常为了节省
开支，李兴荣就在自
己大院里，种植了很
多 的 蔬 菜 ，包 括 白
菜、辣椒、葱、萝卜等
等，在破败的房屋前
面，这些蔬菜反而欣
欣 向 荣 充 满 生 机 。

“这些蔬菜就像我的
儿孙一样，一旦有时
间我就给他们浇水、
除草。”蔬菜种植的
井井有条，虽然感冒

了身体很虚弱，但是
李老太仍然颤颤巍
巍的拄着拐棍，细致
的为蔬菜浇水。“大
部分的时间都是一
个人在家，种植蔬菜
不光是为了吃，更主
要是为了不闲着，让
自己忙起来。”老人
说的时候，眼里充满
了无奈。

“一把年纪了，
也不在乎吃多好穿

多 好 ，只 要 能 经 常
见 到 儿 孙 们 ，寂 寞
的时候能找个人拉
呱 聊 天 ，这 比 吃 山
珍海味都强。”其实
老人的生活非常简
单 ，一 天 就 做 一 顿
饭 ，大 部 分 都 是 面
汤 。老 人 来 到 厨 房
打 开 锅 ，里 面 就 是
一 大 锅 面 汤 ，早 已
经凉了。老人说，这
是她早晨的时候做

的 饭 ，一 个 人 吃 一
天根本就吃不完。

2 0 多 年 了 ，李
兴荣老人就这么一
个 人 走 了 过 来 ，当
问到老人当初在失
去 老 伴 儿 ，为 什 么
不 再 找 个 老 伴 时 ，
两位老人都显得有
点尴尬，“都一把年
纪 了 ，咱 们 这 边 也
不 兴 这 个 呀 ，没 有
那个必要。”

在和老人聊天
的 过 程 中 ，老 人 由
最 初 的 紧 张 ，变 成
了 后 来 的 开 心 ，或
许是很久没有人来
拜 访 过 的 原 因 ，在
离 别 之 时 ，两 位 老
人站在门口一再叮
嘱 记 者 ，下 次 有 时
间 一 定 要 再 来 。在
两 位 老 人 的 眼 里 ，
除 了 无 奈 ，或 许 更
多的是沧桑。

在院子里种菜好让自己忙活起来

自今年开始，国家规定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为老年节，虽然国家相关的养老政策一直不断完

善，但是在相对落后的农村，一些“空巢老人”的生存现状着实堪忧。特别是一些年纪已大，晚年丧

偶的老人，他们的老年生活更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

闲着无聊，老太在家种了不少蔬菜。

2 1日上午，市中区社
会福利中心里热闹非凡。
老年艺术团的演员们为居
住在这里的 2 9 2名老年人
自编自导自演了节目。同

时，一些社会爱心人士也
送 来 了 衣 服 、水 果 等 物
品，喜迎重阳节。

本报通讯员 吉 吉 吉
摄影报道

看节目 迎重阳

小学生 送祝福

19日，市中区光明路小
学的同学们走进了市立二
院老年康复中心，为那里的
老人们送去了节日的祝福。
活动中，孩子们力所能及地
帮助老人打扫卫生，并为老

人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
目，让老人们过了一个难忘
的节日。

本报记者 张旋
本报通讯员 刘建勇

金殿居 摄影报道

穿唐装 看大戏

16日，具有尊老敬老传
统美德的市中区孟庄镇大
郭庄村，为全村50位80岁以
上的老年人每人发送了一
件唐装上衣，并请来老年艺

术团的演员为他们表演节
目，喜迎农历九月初九重阳
节的到来。

本报通讯员 吉吉吉
刘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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