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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祝福

6 月 10 日是邓丽菊
62 岁生日，老伴陈建国偕
儿子陈超、女儿陈娟及儿
媳、女婿、孙女、外孙女祝
你生日快乐，平安健康，天
天开心！

6月14日是谈明勋86
岁生日，老伴韦琳偕女静
茵、子志新及孙辈们祝你
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
南山，健康每一天！

为晚辈祝福

6 月 13 日是云宝 12
岁生日，爷爷奶奶祝你生
日快乐，学习进步，茁壮
成长！

6 月 13 日是宁宁 4 周
岁生日，外公李剑平、外婆
杨满花和爸爸妈妈、舅舅
舅妈一起祝宝贝生日快
乐，天天开心！

征集：生日祝福、结婚
纪念日祝福、为晚辈祝福
均可免费刊登，请至少提
前10天发送祝福短信息到
18075167350。

都怨梦不好

早晨一起来，老伴就
不住地对我叨叨，说她夜
里做的梦不好，今天不知
道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
生。我十分厌烦，她却不
住嘴，说：“等着瞧好了，不
怕你不信！”

还真被她说中了。上
午我外出买东西，不小心钱
被偷了。东西没买成，我只
好两手空空地回了家。老
伴幸灾乐祸地说：“早跟你
说了，我做的梦不好，可你
就是不信邪，这不，碰上小
偷了吧！”

我说：“这得怨你啊！”
老伴不服气：“你叫

小偷偷东西了，怎么能怨
我啊？”

我说：“都怨你做的
梦 不 好 ，你 要 是 做 个 好
梦，我不是就不会被小偷
偷了嘛！”

老伴被我气笑了，狠
狠地给了我一拳。（山东青
岛 宫锡进 82岁）

个案
男友卖给她保健品，女儿质疑

范女士十多年前离婚，与
女儿嘉嘉相依为命。去年 12
月，范女士参加中老年团长途
旅行归来，突然宣布，自己谈恋
爱了，恋爱对象是同团的老
谢。老谢原来是一家企业的干
部，后来自己下海创业，目前在
做保健品代理工作。

范女士说，一开始，嘉嘉支
持她恋爱。3人还一起吃过几
顿饭，大家相处得也还不错。
但转变发生在春节前后，范女
士花5000多元钱购买了一箱
老谢代理的增强免疫力的保健
品。当这箱保健品以快递的方
式到达家后，嘉嘉顿时就“炸
锅”了。嘉嘉认为，才谈恋
爱就推销到老妈的头上，
这位“谢叔叔”居心叵测，

“说不定和我妈妈在一起，
也是为了提升销售额”。

对于嘉嘉的怀疑，老
谢非常无奈地说：“她从

我朋友圈看到这些产品觉得好
要买，还坚持给我钱，我才收的
……换做是我找她买东西，我
也要给钱，在我们这个年纪耍
朋友，花钱本来就应该独立自
主。”范女士也说：“他本来要送
给我的，是我坚持拿钱的。”

说法
子女最怕的，是父母受骗上当

黄昏恋遭子女反对的事例
屡见不鲜，这是为何？重庆一
些年轻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芸芸（37岁 教师）：我爸爸
63岁，之前交往的阿姨比他小
十几岁，女儿才上初中，阿姨开
始说是因为爱情和我爸在一

起，但几个月后，就让我爸帮她
女儿交赞助费。这样的爱情，
我怎么信？

余女士（41岁 传媒人士）：
我爸走了，我就不赞同我妈再
找一个，怕她受骗上当，也怕她
受对方子女欺负。所以我把她
接在身边照顾，我相信我绝对
比“后老伴”更会照顾我妈。

王女士（31岁 文员）：我爸
爸单身很多年，他和女朋友就
约定，只耍朋友不领证，原因很
简单，两个人都有自己的财产
和房产，不希望变成婚后共同
财产，到时候因为分配的问题
引发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

建议
不戴有色眼镜，两代人多沟通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老
年精神科大科主任、中国心理
卫生协会老年心理卫生专业委
员会委员陈斌华认为，爱情是
美好的，婚姻是令人憧憬的，但
当这二者遇到“老年”这个问题
时，很多人就会认为情况没那

么单纯和美好，还会引发社会
的广泛关注，这与其群体相对
特殊有关。

“其实，年轻人的婚恋，也
有很多不美好的事情。”陈斌华
说，“所以，我们面对老人婚恋
的时候，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应
该持理解、包容、平等和乐见的
态度，去看待和支持他们的婚
恋问题。”

陈斌华也指出，黄昏恋
中，经济问题成为一个必要考
量的因素，这是因为多数老年
人是有资产的，所以也很容易
被不法分子钻空子。他建议，
老年人在打算开启一段婚姻之
前，应该多一些时间相处，加深
对彼此的了解。而且，最好通
过协议或者遗嘱公证的方式，
明确双方的婚前财产以及归属
处置方式。同时，老年人承担
受骗后果的能力更弱，所以需
要多听一听子女的意见。子女
要尽量讲清楚事情的疑惑处，
分析前因后果，武断斥责只会
适得其反，造成逆反心理。

男友卖她保健品
这段黄昏恋靠谱吗

离婚多年后，重庆的范女士终于迎来
一段黄昏恋，可爱情的甜蜜还没持续多久，
就遭到女儿及亲友的强烈反对。原因很简
单：范女士花了五千元，购买了一箱男友代
理的保健品，家人都觉得这位男朋友居心
叵测。范女士不由得感叹：“黄昏恋”怎么这
么难？（摘编自《都市热报》《每日商报》）

“之所以使用公筷，是因
为我希望家人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公婆却认为我嫌弃他
们，一气之下回老家了。”家住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大道的张
淼说起自己在家里推行公筷
惹出的麻烦，一脸无奈。

张淼说，前段时间，看到
媒体都在倡议使用公筷，她觉
得很有必要。为此，当天晚饭
前，她就准备好了公筷，并叮
嘱家人吃饭的时候用公筷夹
菜。吃饭的时候，婆婆拿自己
的筷子夹菜时，张淼下意识地
喊了一声：“夹菜时用公筷。”
婆婆马上把脸拉了下来，大声
说道：“一家人吃饭用什么公
筷，这样还不如不吃！”说罢，
婆婆把碗一摔，离开了餐桌。

张淼连忙解释：“这样做是
为了你们和孩子好。我们夫妻
俩每天都要在外面上班，会接
触许多人，我们也不知道会不

会从别人那儿感染病菌。在家
里用公筷，对大家的健康都很
好，并不是嫌弃你们！”可是无
论张淼怎么解释，公公、婆婆一
直坚持他们的想法。见张淼坚
持使用公筷，第二天，张淼的公
婆就坐车回老家了。

“没必要使用公筷吧，多双
筷子碍手碍脚的，使用起来不
方便。”“我们没有传染病，身体
健康着呢！”“祖祖辈辈都是各
用各的筷子，也没见染着病，没
必要用。”不少老人对使用公筷
持有反对意见。老人有这样的
想法可以理解，然而，杭州市疾
控中心测试使用公筷和不使用
公筷用餐后的细菌对比，结果
令人震惊——其中一道叫咸菜
八抓鱼的菜，使用公筷和不使
用公筷菌落数相差近250倍。
为了防止病从口入，建议大家
还是尽早使用公筷。（摘编自

《许昌日报》）

老夫妻拒用公筷离家出走
记得前些

年，我在宾馆
接待美国客人，客人打趣地问
道：“李先生，您患‘妻管严’
吗？”我答：“现在不能回答
您，等我回家请示夫人后，明
天再告诉您。”客人莞尔一
笑。这，自然是一番笑话。老
伴真正“垂帘听政”，还得从手
机说起。

几年前，孩子们买来智能
手机，要为我更新换代。我难
舍老人机，情愿把智能手机奉
献给老伴掌管。接下来开始
流行微信，我对微信退避三
舍，因为眼睛昏花，不愿当低
头族，推辞说：“老人机不能装
载。”无奈老同学催促入群，单
位也建立了“离退休群”，不时
还传达活动通知。我向孩子
们求救，女婿把我的微信装在
老伴的智能手机上，再通过它
激活登录电脑上的微信，我可

以在电脑上浏览微信，手机电
脑互动，解决了眼睛不好的问
题。只是如此一来，就受制于
老伴。微信传来，老伴先睹；
我在电脑上回复，老伴监督。
每次单位通知体检，老伴都能
及时转告我。

有次单位组织红色旅游，
我恳请老伴同行，理由是微信
在她手机上。一路行来，从集
合时间、集合地点、路线行程
到食宿安排，都得靠老伴传
达，我寸步不离，妇唱夫随。

最近，儿子提议为我买台
智能手机，把我的微信转移过
来。老伴忙说：“不必了，现在
这样就好。”我也随声附和。
我写了一首小诗，录在电脑微
信端，转眼就呈现在老伴的手
机屏幕上：“‘垂帘听政’换新
篇，彼此相思一线牵。弹指微
波相互动，天涯咫尺共婵娟。”
（河北石家庄 李同振 75岁）

感谢老伴“垂帘听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