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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益

“在家庭群咋能发那样的表情包，
不嫌丢人？”河南洛阳的杜先生最近因
为微信聊天和孙子发生了争执。生活
中，不少老人表示，他们和孙辈聊微信
也聊出过“火药味”。

事件
爷爷嫌孙子发的表情包丢人

提起最近发生在家庭微信群里的
事，68岁的杜先生直呼“老脸都被孙子
丢尽了”。他说，孙子小烨（化名）前些
天过12岁生日，家庭微信群里的10多
名亲戚陆续给他发了红包。每收一个
红包，小烨就发“磕头谢恩”或“双眼冒
光”的搞笑表情包以示感谢。

“像没见过钱一样，丢死人了！”杜
先生觉得，孙子发这些表情包太低俗，
显得财迷心窍，没有家教。祖孙俩因此
吵了起来，小烨还把杜先生的微信拉黑
了。

“我不止一次因为表情包说过他。”
杜先生说，上个月，小烨就在家庭群发
过抠鼻子的表情，他觉得“不讲卫生”。
小烨不仅没听，反而回了一个“翻白眼
的狗头”，气得他当即打电话训斥了孙
子。

调查
孙辈常对祖辈很无语

走访洛阳的多所中小学，在拥有手
机或电话手表的学生中，约七成人表
示，和祖辈聊微信时发生过矛盾，其中，
多是对表情包、网络用语、微信头像的
理解不同引起的。

“奶奶喜欢用微信自带的‘微笑’表
情包，再加上‘呵呵’俩字。”初二学生露
露（化名）说，在她看来，这些都是冷笑、
讽刺、笑里藏刀的意思，但奶奶觉得这
是“和蔼可亲”的意思。她想让奶奶少
用这类表情包，但奶奶改不了。

初三学生小虎（化名）最近因为爷
爷不懂网络用语而陷入尴尬。他说，前
不久，他和朋友闹矛盾后，发朋友圈“小
丑竟是我自己”，自嘲“一片真心被当笑
话”。谁知，爷爷看到了，在评论区留
言，“谁说你丑了？我孙子长得多端
正”。

建议
互相理解更利于和谐沟通

“老年人和孙辈成长在不同年代，
难免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存在‘微
信聊天代沟’并不奇怪。”洛阳市东方二
中心理健康教育老师郭婧说，双方要多
一些包容和理解，这样才能和谐沟通。

“老年人要教育孙辈，先要学会和
孩子共同成长。”洛阳市琴书学校教导
处主任王亚鹏说，主动了解孙辈的需
求，学一学他们的表达方式，可能更利
于祖孙关系。对于像“跪谢”“扎心了，
老铁”“微笑的狗头”等表情包、头像和
网络流行语，建议老年人查一下其真实
含义，不仅要允许孩子用，自己还可以
保存一些，和孙辈聊天时用几个，会拉
近彼此距离；对于带有色情、诋毁、暴
力、伤害性的表情包、网络语言，要坚决
摒弃，及时阻止。 （《洛阳晚报》）

有一种代沟叫“我和孙辈聊微信”
给大家推荐一款当季养生水果茶，

石榴百香果茶。
具体做法是：取石榴、百香果各1个，

干茉莉花适量，蜂蜜（或冰糖）少许。将
石榴籽剥好，装到密封袋里捣出汁水备
用。泡一壶 300 毫升的茉莉花茶，把石
榴汁倒入其中，切开百香果将果肉挖出
加入茶水中，之后根据个人喜好加入蜂
蜜或冰糖搅匀即可。

上述食材中，石榴有生津止渴的功
效，百香果有健脾开胃的作用，茉莉花有
理气开郁的功能，一起搭配制成养生茶，
能起到生津解渴、酸甜开胃、和悦心情的
功效。 （本报综合）

石榴百香果茶酸甜开胃

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五福社区77
岁的郭秀英在邻居们的眼里是个很了不
起的奶奶，因为她培养了两个大学生孙
子。

因为儿子儿媳要外出务工，郭秀英很
早就担起了教育两个孙子的重任。一天，
郭秀英和侄女赶集卖辣椒。看侄女被算
数难住了，郭秀英回家就对两个孙子说：

“从小要苦读书啊，不然3斤半的辣子、3
块5一斤应该得多少钱都算不清！”

小孙子读小学时，一天回家突然问：
“奶奶，‘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
阴’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你今年9岁读三年级，明年就是10岁要
读四年级了，你不可能明年又回到 8 岁
去读二年级吧？”郭秀英解释道，“这句话
就是告诫你们，要珍惜现在的时光，好好
读书！”

郭秀英就是这样，通俗易懂地给两
个孙子讲学习的重要性，讲珍惜时间、奋
发努力的重要性。为了教育孙子要活到
老学到老，她还成了社区银龄课堂的首
批学员。

如今，郭秀英的大孙子陈磊在西安
工业大学读研究生，小孙子在中央民族
大学读大三。郭秀英感慨：“父母是孩子
最好的老师，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
堂。一个家庭，家教和家风真的太重要
了！” （《黔西南日报》）

奶奶带出两个大学生孙子

湖北武汉的赵协慧今年101岁，她退
休前是武汉一所医院急诊科的护士长，
在救死扶伤一线上忙碌了一辈子。

10月22日，记者登门拜访了这位百
岁老人。当时，她正坐在沙发上看书，精
气神十足。由于长期从事医护工作，赵
协慧格外爱干净。直到现在，每天起床
后，她都要亲自铺床，洗浴等都是自己独
立完成。走进老人的卧室，我看到，床铺
非常整洁，被褥被叠成了规整的豆腐块。

提及日常养生，赵协慧摆着手说：
“没有刻意养生。年轻时过够了苦日子，
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在家人眼
中，赵协慧的生活作息几十年如一日。
每天晚上8点，她会准时上床睡觉，每天
早上6点准时起床。吃完早饭后，她会在
女儿的陪伴下出门散步锻炼。如今，虽
然和女儿生活在一起，但赵协慧“从不把
自己当老人”，坚持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
活。平时，女儿负责做饭，赵协慧则负责
洗碗。闲暇时，她喜欢观看乒乓球、排球
等体育赛事节目。 （《快乐老年报》）

长寿秘诀是不把自己当老人

武汉 86 岁的孙女士不咳不喘，成
天昏睡，到医院才发现是患了肺炎，险
些耽误就医。武汉市东湖医院王玲副
主任医师说，一旦出现咳嗽、咳痰、发
热、胸痛等症状，大家可能会想到是患
上了肺炎，但老年人患上肺炎往往症状
隐匿，易被忽略。

孙女士半月前因突发中风，住院一
周后出院。回家后的一周里，家人发现
孙女士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开始
还以为是身体没有完全恢复，到后来发
现老人越睡越久，哪怕在她耳边大声说
话或用很大力气握她的手，她都只是微

微地睁眼，说不了两句话又闭着眼睛睡
了。家人以为她二次中风了，再次将她
送到医院就诊。接诊的副主任医师王
玲为孙女士初步检查后，排除了二次中
风，进一步检查发现她患上严重的肺
炎。经对症治疗，老人的神志恢复正
常。

肺炎怎么会嗜睡？王玲解释，老年
人患肺炎常见的症状有发热、咳嗽、咳
痰、喘息等，这些症状比较明显，但由于
老年人免疫力下降，身体衰弱，肺炎可
能会出现不典型症状。

孙女士因为身体衰弱，消耗过大，

再加上肺部炎症、缺氧等，出现了嗜睡
症状。

王玲强调，老年肺炎有很多较隐
匿、易被忽略的症状，除了嗜睡，还有可
能会出现精神食欲差、疲乏等，生活中，
家属需要更加关注老年人的身体状况，
尤其是在肺炎的高发季节。

与年轻人相比，老年肺炎的发病率
和死亡率均显著增加，建议重在预防，
如接种肺炎疫苗、戒烟、加强营养、避免
交叉感染（咳嗽患者应佩戴口罩）、适量
运动，以增强体质。

（《武汉晚报》）

不咳不喘只想睡竟是肺炎

10月23日当天，重庆彭水，89岁
母亲生病不肯去医院，因其坐车晕
车，且家里距离医院有二十几分钟路
程，于是58岁的陈川和55岁的陈立决
定用背篼将母亲背去医院。背母亲去
医院的路上，兄弟俩交替“换班”，这
一幕恰好被人拍下，发布在短视频平
台上，引来了广大网友的称赞。拍摄

视频的市民说：“当时觉得非常感动，
百善孝为先，希望全天下老人都能老
有所依。”

“小时候，妈妈也都是这样背着我
们。”陈立说，大哥去世得早，从去年
开始，因为母亲的病情，自己便没有
再外出打工，而是选择留在老家开了
个小饭店，方便照顾老人。陈立的父

亲身体还比较硬朗，平日里是父亲照
顾得多一些。如果碰到两个儿子都不
在家的时候，母亲需要去医院了，便
是由儿媳们在背。“孝敬老人是我们每
个人‘小小的职责’。”小儿媳张清容
说，“父母养我们长大，我们便养他们
到老，这是应该的。”

（《重庆晨报》）

兄弟轮流背母亲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