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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六旬后，常常回忆起童年的
乡村生活。其中，记忆最深的莫过于
打着灯笼照鳝鱼了。

照鳝鱼是在夜间进行的，一般泥
鳅和鳝鱼都在夜里出泥出洞，它们要
一边吸收露水，一边进入睡眠状态。
在它们睡得迷迷糊糊时，轻轻地将它
们“摸”在手上，它们一动不动，到你捉
它起来放进鱼篓时，它们才会惊醒，但
已经成为篓中之物了。

大多数时候，我是和二哥一起出
门的。两个人穿上深胶鞋，提着灯笼
就出发。穿深胶鞋是为了方便有时发
现猎物不在田埂边需要下田，还有防
止蛇咬。只是我们穿的胶鞋一般是大
人穿过的旧胶鞋，不合脚，松松垮垮的
很是滑稽。我们提的“灯笼”也是自制
的，就是用一只罐头瓶子，玻璃的，在
里面倒上煤油，安上灯芯，点着，用绳
子挂在一个竹竿上，就成了。瓶子可
以挡一下微风，很实用的。有条件的
人家当然不需要这样麻烦，拿手电筒
就好了，但那时手电筒差不多属于“家
庭电器”，不是我们贫穷人家所能拥有
的。我们随身还得带上火柴，中途熄
火几次也很正常。

就是这样原始而简陋的装备，我
们的每次出动都能收获颇丰，这也与
二哥丰富的经验与技术有关。虽然灯
光昏暗，但这些水产猎物还是难以逃
过我们的眼睛。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一
口池塘下面的一块田边照鳝鱼，二哥

发现田里秧苗有倒伏状，他判断有甲
鱼或者乌龟在此经过，立马下田，沿着
痕迹追踪，终于在田中央发现了猎物，
一只近 4 斤重的甲鱼，轻松捕获。纯
野生的，放在今天得多值钱啊。

捉回来的泥鳅鳝鱼，喂养在屋后
院子的水缸里，这是可以换钱的。泥
鳅当时好像没什么交换价值，大多自
家吃了，鳝鱼分大小，在街上还是很好
出手的。大约以一个礼拜时间为周
期，二哥便会把几天积累的鳝鱼拿到
街上去卖掉，小的一毛五，大的两毛五
左右的价格，还是可以为家里带来一
些收入的。

生产队每年栽两季稻谷，照鳝鱼
的最佳时间是 5、6、8、9 四个月，此时
秧苗不算茂密，它们容易暴露，无以逃
遁。这四个月也是我的夜生活最为丰
富的时段。

也许，这辈子再也不会有机会到
哪里去照鳝鱼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
这段经历。那个玻璃罐头瓶子里扑闪
着的豆点星火，在我的记忆深处永远
不会熄灭。

难忘童年照鳝鱼
明伟方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人口老
龄化程度日益加深，2022 年底，上高县
60 岁以上户籍人口约 7.3 万人，占比达
19.20%。怎样解决好7.3万名老年人养
老问题？上高县以养老问题为导向，从
老年人养老现状出发，完善老年人福利
制度，开展居家社区养老更美好行动，将
养老机构嵌入社区、将养老政策送到家
中、将养老服务送到手中，让老年人安享
幸福晚年。

社保让老人安全感成色更足

晏菊英是上高县塔下乡上新村村
民，今年63岁，回想当初交社保的情形，
往事历历在目。“因为听有些人说交社保
划不来，所以当时我存了点钱，准备年老
时‘吃利息’，最后在子女的极力劝说下
还是交满了15年的社保。”如今，晏菊英
对社保竖起大拇指，“社保真是好！有了
社保金，吃的、用的足够了！”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的重要险种。
2022 年，上高县 27.51 万人参加城镇职
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伴随着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连年增长的同时，该县
医疗保障制度也取得很大发展，2022年
有35.43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成
为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重要保障。

高龄津贴让老人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真的谢谢你们，让我及时申领到了
高龄津贴。”近日，家住上高县塔下乡建
新村钟家组的高龄老人钟尧鼎看着前来
他家走访的村干部高兴地说道。原来，
高龄津贴的申领得益于最近该县民政局
制作的“况股喊你领高龄津贴”的短视
频，该视频一经播出就“霸屏”了居民朋
友圈，该县民政局办公室的电话也几乎
被打爆。为确保符合条件的老人应享尽
享，该县民政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高

龄津贴发放管理工作的通知》，开展政策
宣传、人员摸排、数据比对等工作，精准
发放高龄津贴，实现“人找政策”到“政策
找人”的转变。

此外，针对老年人身体机能差，在居
家生活、乘坐交通工具、参加文娱活动、
外出旅游等情况下容易出现意外伤害
的情况，上高县为70岁以上老年人、60-
69岁特困老年人、60-69岁重点优抚对
象投保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还为60-
69岁脱贫户按照30元/人购买老年人意
外伤害保险，提高老年人抵御意外风险
的能力。

多元化养老让服务迭代升级

“我今年89岁了，虽然腿脚不方便，
但扶着助行器能在家中走动，家庭养老
床位很适合我，我想申请一下。”近日，家
住上高县塔下乡茶十村的老人喻井秀对
民政服务站的社工说。今年，上高县民

政局为不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进
行适老化改造，把养老床位搬到家中，同
时由政府购买养老上门服务，让老年人
在家中也能享受到“类机构”的养老服
务。自2021年起，上高县民政局还为最
低生活保障、脱贫户、重点优抚对象、分
散供养特困老年人中失能、半失能老年
人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采取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进行适老化改造，截至目前，
共改造231户。

近年来，上高县民政局积极践行
以老年人为中心的思想，聚焦解决人
民群众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急难愁盼问
题，加强部门联动，逐步完善居家社区
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智慧相结合的
养老服务体系，推进“三拼三促三提
升”活动走深走实，满足老年人多层
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老年人居
家社区养老更美好。

（况敏 彭辉）

居家社区养老绘就最美“夕阳红”

妻从进入更年期就大变了样，
倩影全然不见，从里到外变成了一
个十足的“丑”女人。她整天缄默不
言，二人空间成了喑哑世界。我想
说句话，她就吼道：吵死了！见她出
门，我问去哪？她头也不回径直往
外走。这真叫人憋屈。但我始终深
爱着她。

1968年，18岁的妻嫁给了我，左
邻右舍都说一朵好花插在了牛粪
上。当时，我的家庭太糟糕了。我
父为塾师，即私办学校教师，曾祖是
翰林，堂叔是国民党师级军官，几代
没打过赤脚，说是历史反革命，封
门、抄家、批斗………我自然成了一
个异类，没有钱，只能去学校蹭课，
艰难混过十载寒窗，成了文不文、武
不武、种不得田来耕不得地的无用
之人，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又过不了
阶级关。怎样才能混出个人样来？
我想，只有发挥自己所学，踏踏实实
多为大家做好事。那时农村缺文化
人。当村民办婚丧嫁娶红白喜事
时，我竭尽全力义务帮忙；领导叫我
写材料，我通宵达旦。

久而久之，我终于感动了上苍。

大家逐渐看好我。领导见我没房子
住，开会说服群众，破例给我一块宅
基地，但要求尽快动工，免得搁久生
事。我如猴子捡到块姜。

有一天，我从镇政府写材料回
家，大吃一惊，妻竟然联系族众，把
建房基脚打好了！整整三大间，基
脚石头都要几大堆。她居然完成了
这样大的工程。这给了我信心。于
是我东赊西借，左拼右凑，竟然建起
了一栋崭新的砖瓦房，一时震动了
乡邻。

我是临时工，写材料之余还要代
课，有时去小学代，有时去中学代。
那时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
资本主义的苗”。我必须把工作做得
出色。写材料要过大会秘书组的关，
教学要过统考排队的关。于是，我毫
无时间顾家。

妻在家种田养猪做家务。当时
烧煤全靠肩挑，要走三四公里路。有
时天黑了，妻还挑着煤在赶路。我们
生了4个孩子，每天萝卜白菜都要吃
几大锅。孩子难免头痛脑热，有时狂
风暴雨的晚上，妻还背着孩子在外求
医问药。

由于妻任劳任怨，把家打理得妥
妥帖帖，使我能全力以赴工作和学
习。改革开放，国家恢复考试。我顺
利考取了国家教师，并得以晋职，继
而参加自学高考，捧回了大学文凭。
我从此和大家一样，过上了幸福生
活。我难忘国家大恩，也忘不了妻子
的劳苦功高。

如今，妻子已年逾古稀，对我形
同陌路。尤其是她脾气太丑，经常凶
我。我想，她的变丑，是艰苦岁月刻
下的印痕；她性情由温柔变暴戾，是
生活折磨造成的精神创伤。一次有
个比她小 10 岁的寡妇同情我，对我
示好。我说我离不开发妻，对她我只
能逆来顺受。我要百事顺从她，尽力
照顾她。因为我心疼我的“丑”妻，也
发自肺腑地爱着我的“丑”妻。

我爱“丑”妻
李晓华

一档健康节目里有个环节，叫作“传言辨
真假”。其中“千金难买老来瘦”这句俗话，让
在场所有人都中了招，他们都觉得没错啊，千
百年来大家都这么认为。然而医学专家却
说，60 岁以上的老年人，体脂率应该比正常
值高 5%到 10%才是最理想的。老年人不比
中青年，他们容易患病，而且康复慢。适当的
脂肪储备相当于建了一个储备粮库，在不能
正常进食的情况下，可以用以应急。

难道老祖宗错了千百年？非也非也！古
代大多数时候，人均寿命能达到四十岁，已是
国泰民安的好年景，所以才会有“人生七十古
来稀”的说法。那时四五十岁之人，就是最常
见的老人，依照如今的标准，他们属于中年
人。中年人体脂比应该遵循女性20%～25%，
男性 15%～18%的标准，略显瘦一点比较健
康。如今真正的老人，一般在七八十岁以上，
这类人如果很瘦，摔一跤都可能严重骨折。
至于90岁以上的老人，古代医生恐怕都不会
想到他们，毕竟在那时活到这个岁数，都能称
为活神仙了，非凡人也。

现在许多人谈及养生保健，常常会扯大
旗作虎皮，言必称《黄帝内经》《本草纲目》。
有些论点一听就是错的，原因就在于脱离了
历史。常言道“文史不分家”，其实医学等领
域的知识，也与历史脱不了干系。毫无历史
常识，很容易犯刻舟求剑的错误。

说起脂肪问题，如今每到秋季，全国大多
数地方都有“贴秋膘”的习俗。这种习俗最初
并非全国性的，只流行于北方地区。北方冬
季苦寒而漫长，以前百姓生活不富裕，肚里没
油水。为了增加身体御寒能力，秋天便要多
吃大鱼大肉，增加体内脂肪储备。另外古时
夏季没有空调，大多数人胃口不好，这也是秋
季需要“贴膘”的原因。

然而南方许多地方冬无严寒，根本无需
抗寒。而且如今谁家没有空调，夏天吃夜宵
更是普遍现象。过完夏天，一般人根本不
曾消瘦，依然处于营养过剩状态，何须“贴
秋膘”？

如今绝大多数人，要担心的不是身上缺
“膘”，而是体重超标。体脂比测量、计算都比
较复杂。超市里的身高、体重秤便成了不少
人自我评估的“重器”。一站上去，不仅身高、
体重数值马上就出来了，BMI指数也能立即
显示。不过很少有人知道，BMI指数对于欧
美人和亚洲人，标准并不一样。亚洲人理想
指数是 18.5 至 22.9，低于欧美人的 24 以下。
而且它也不能完全作为衡量依据，一个常年
健身的人，肌肉密度大，BMI指数往往会超过
30，只要肌肉没有变成肥肉，他们无需减重。

许多领域的学问，都不能太专，必须了解
众多关联知识，才能真正运用。所以“事事关
心”不仅是一种个人修养，也是做好任何一门
学问的刚需。

老来瘦与“贴秋膘”
朱 辉

9月12日，奉新县冯川镇东门社区休闲广
场，中老年广场舞爱好者正在晨练。

近年来，奉新县全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因地制宜建设全民健身场地，积极开发城市口
袋公园、边角地和城市空置场所等，扩充群众
体育健身场地资源，不断满足群众健身需
求。 （邓建刚 王力磊 摄）

舞出健康

9月17日，江西省妇联揭晓2023
最美家庭上榜名单，袁州区芦村镇芦
布村耄耋老人邹秀英家庭榜上有名，
荣获全省“清风传家”最美家庭称号。

今年 95 岁的邹秀英膝下有 9 个
儿女，四世同堂。在 2017 年 12 月她
过 90 大寿时，老人不请戏班、乐队和
电影，不大摆宴席，而是以家和万事
兴为总则，归纳提炼了“热情正直，爱
岗敬业；生财有道，勤俭持家；孝敬长
辈，邻里和睦；尊师重教，博学弘德；

乐善好施，广结良缘；志存高远，家国
天下”的48字家训，给86名后代立家
训、定家规，并以大家在生活、工作、
学习、经商等方面的实例对家训进行
了 2200 多字的注解。好家规带来好
家风，好家风造就好家庭。如今，老
人和她的子女用朴实、宽容、相敬和
爱心当好“表率”与“标杆”，并使之成
为代代相传的“美德家风之宝”，深受
邻里和社会好评。

（拓荒土）

邹秀英家庭获评
全省“清风传家”最美家庭

近日，宜春市袁山社区卫生服务
站组织医务人员进社区开展第三季度
巡诊随访服务。

在宜春三中老年人安置点，家庭
医生负责查档案、核对居民信息和电
话、量血压、发放体检表等；检验师负
责抽血和尿检；护士负责做心电图检
查；服务站负责人则负责B超检查和

整体协调等工作。义诊结束后，医务
人员举办了健康知识讲座，介绍秋季
咳嗽的症状、分型、特点，并结合食疗
及穴位保健讲解了咳嗽的防治方法。
此次巡诊随访惠及老年居民56人次，
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34份，受到老
年人欢迎和好评。

（蒋井华）

袁山社区卫生服务站：巡诊随访服务受欢迎

记忆中，依稀记得母亲为外婆捋
白发的情景。在那个黄昏时分的院
落里，已近耄耋之年的外婆安详地倚
靠在藤椅上，贤惠的母亲站在藤椅后
面，一边和外婆聊着家长里短，一边
帮外婆梳理着白发。夕阳里，两人的
影子渐渐重合在一起，令年幼的我为
之动容。

如今，随着时光的流逝，母亲也
被岁月雕刻成两鬓斑白的老人。半
年前的一次返乡，我陡然发现母亲的
头顶上生出了缕缕白发。我看在眼
里，心里却有着说不出的愧疚，忽然
萌发了给母亲捋白发的念头。

当天傍晚，一家人吃过晚餐后，
坐在沙发上看新闻。我站在母亲身
旁，静静地对母亲说：“妈，您头上的白
发是越来越多了。让儿子来给您捋捋
吧。”母亲先是一愣，继而惊叹地望着
我：“我的儿子怎么会心疼妈妈了？”就
在那一刻，我看到母亲脸上荡漾着的

惊喜，而我的心里却更加愧疚。
我拿了一把木梳，从母亲的前额

头发开始，一边整理，一边细心地寻
找白发，还不时地给母亲的头皮做轻
柔的按摩。只要寻到一根白发，我就
将它轻轻地扯下来。在扯发的同时，
我又担心母亲的头皮疼痛，便一个劲
地问她：“疼吗？如果疼的话，我就拿
剪刀来剪。”而此时的母亲总是有力
地回答：“不疼不疼，你妈年轻时吃过
的苦多着哩，你就不要担心了！”

在为母亲捋白发的过程中，母亲
的表情是那么安详和满足。而在与
母亲的情感交流中，我也感受到了尽
孝膝前的欣慰。就这样，在接近一个
小时的当儿，我将母亲的头发梳理了
好几遍，直到捋去了“秋霜”，还母亲
一头秀发。

在家小住一段时间后，我就返回
工作所在城市了。母亲的缕缕白发，
却无形地鞭策着我要在工作上干得

更加出色，不能再让母亲操心。
前不久是母亲六十大寿，我携妻

小风尘仆仆地赶往家乡。踏上久别
的家门，我欣喜地发现母亲脸上的气
色较以前红润了。晚餐后，我当着众
亲友的面，提议给母亲捋白发，母亲
欣然应允。当时，一旁的妻子也真切
地陪着母亲聊起了琐事，直至凌晨才
歇下嘴皮子。

那晚，我便与妻子商定，以后一
定要常常抽空回家，还要常常给母亲
捋白发。

法国作家司汤达曾说：老来受尊
敬，是人类精神上最美好的一种特
权。在我国则有这样一句脍炙人口
的歌词：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人世间
的亲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儿女快乐，
父母才放得下牵挂的心，而作为子
女，我们也应该回报给父母更多的快
乐和幸福，哪怕是从一件很细微的事
情做起。

给母亲捋白发
吴 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