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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棉

前几日，家中小宝生病了，笔者
忙于照顾小宝，很少回复爱人发来
的微信消息。今天闲下来，翻看聊
天记录时发现，爱人发来的消息内
容除了关心小宝的身体外，还有很
多分享类的，如上班路上遇到的小
猫、工作中与他人的矛盾、随手拍下
的晚霞、吃午饭时听到的趣事……

这些图片和文字让笔者感受到
了爱人的牵挂和爱意。

笔者不禁想到了友人芝芝前段
时间的倾诉。芝芝和男友小何大一
时就互相爱慕，毕业后在一起了。
刚开始恋爱的两个人无话不说，从
早聊到晚，一个微信视频电话可以
打很久，芝芝边做饭边看着小何做
运动，小何边看手机边和芝芝闲谈，
两个人鼓励着对方，畅想着未来，聊
着周围的八卦，约好周末一起逛街、
看电影，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题。

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小何发现
芝芝找他的次数渐渐少了，但也没
有太在意，直到有一次无意中看见
芝芝和其他男生诉说着每天的日
常，甚至那个男生还给芝芝点奶茶，
对她嘘寒问暖。小何一时间有点发
蒙，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直到最近，
小何发现他每次发过去的信息，芝
芝的回复都很简单。小何：你在干什
么呢？芝芝：忙呢，等会说。小何：好，
那等会找你。芝芝：嗯。过了几个小
时，小何下班了，买了份好看的点
心，拍了张照片发了过去。小何：这
个点心超好看，而且也很好吃，你看
看。芝芝：确实不错。小何一时有点
语塞了，不知道回什么好。最后两个
人的结局也以分手收尾。

芝芝说：“我之所以接受别的男
生的好意，是因为我很早之前就发
现小何不爱我了，他的分享变成了
报备。每次我跟他分享我吃了什
么、哪家饭好吃、哪部电影好看的时
候，他只会回复我：吃过了，下次去，
知道了。那天，我跟他说想看看他
那边的夕阳，他回复我：都在一个城
市，有什么可看的。那时候，我就知
道他的分享欲走向了别人。其实，
并非我眼里无黄昏，并非我抬头所
见的黄昏与他看到的不同，而是希
望他把他的所见所闻热气腾腾地分
享给我。”

最初，芝芝和小何分享着他们
生活中的点滴，并在这点滴中感受
着平凡生活的爱，他们互相传递着
对对方生活的关注、对彼此的在
乎。后来，芝芝的分享在小何那里
得不到回应，渐渐地，分享欲流逝，
双方的距离也越拉越远。

我们常说，分享欲是最高级的
浪漫。那么，真正的分享是什么
呢？和报备有什么区别？

我早上喝了咖啡，中午和部门
同事一起吃了烤肉，晚上要加班，你
不用等我——这是报备。

我早上太困了，就去买了杯咖
啡，咖啡店还送了我一张好看的贴
纸，是可爱的猫咪，你应该会喜欢。
午饭时间到！太饿了，同事约了去
吃烤肉，很好吃，菜品很新鲜，下次
我们一起来吃。我晚上要加班，估
计回得晚，别等我，回去给你带你一
直心心念念的草莓——这是分享。

分享不仅仅是报备。分享指的
是主动向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感
受、经历等心理倾向。这种分享可
以是口头的、书面的或者是其他形
式的，如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分
享。分享通常是一种积极的情感体
验，能够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
互动。分享是靠回应来延续的，是
一种在乎和分享的表现，并不需要
时刻关注对方的动向，而是看到事
物想与对方分享并付诸行动。

在亲密关系中,分享和报备都
具有其重要性。分享和报备都涉及

到向外传递信息，但它们的本质是
不同的。分享是一种积极的、主动
的情感体验，而报备则是一种相对
被动、义务性的行为。分享有助于
双方更深入地了解彼此，增强情感
联系和信任。报备则有助于避免误
解和不必要的矛盾，维护情感的稳
定和健康。

记者支招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分享，也不
知道该和另一半分享些什么，可以
试着用其他方式表达爱意，包括身
体的接触、肯定的言语、温馨的时
刻、精心的礼物、服务的行动等。

比如，和你的爱人牵手、拥抱、
亲吻，这不仅仅是在表达爱意，也有
助于你们彼此传递和交流情感。再
比如，用实际行动表达爱，在TA遇
到难题时二话不说，主动帮忙，行动
力满满。或者说，送TA各种东西，
吃的、用的、好看的，在纪念日陪TA
做些很“无聊”的事情，愿意为TA付
出时间……

分享很重要，但分享也不是表
达爱意和验证爱意的唯一方式。喋
喋不休、事无巨细的报备可能不是
爱而是控制，沉默寡言、惜字如金也
不是不爱的衡量标准，走极端从来
都不是爱TA心切的证明。两个相
爱的人，彼此坦诚，彼此理解，在从0
到100的连续分享欲坐标轴中找到
于双方而言都合适的节奏才是体验
分享欲及浪漫的终极密码。

要 分 清 亲 密 关 系 中 的
分 享 与 报 备

原料：
排骨一斤，土豆1个，韭菜少许，骨头汤（水）适

量，辣酱2勺，大蒜碎1勺，辣椒碎1勺，胡椒粉少许，
清水2勺，芝士片一片，油少许。

做法：
1.排骨切段，土豆切滚刀块，韭菜切小段。
2.除芝士片和油，所有调味材料混合均匀。
3.大火将锅烧热，倒入少许油转中小火，加入土

豆翻炒至边缘透明。
4.加入排骨、骨头汤，大火烧开。
5. 烧开后加入步骤 2 混合好的调料，搅匀转中

小火，炖至土豆酥烂后关火。
6.将做好的辣土豆骨头汤倒入石锅中，加热至

沸腾后，加入芝士片，待其溶化后关火，撒上韭菜段
即可。 （本报综合）

辣土豆骨头汤

□蔡瑞琼

初冬的夜晚，一杯茶，几页书，安静而舒适。读
到辛弃疾写的“我见君来，顿觉吾庐，溪山美哉”。心
有所动，用笔手抄此句，因了作者的文字记录，仿佛
顿时能“链接”到作者的那种欣喜。

此句来自辛弃疾的《沁园春·和吴尉子似》。吴
绍古，字子似，当时任铅山县尉。辛弃疾与他这位朋
友来往甚密，常有诗词唱和。这首词写了深挚的友
情。第一句写朋友到家里做客，让主人欣喜万分，顿
觉茅屋生光，山水增辉。结尾时，他说：“君非我，任
功名意气，莫恁徘徊。”他真诚地建议好友，不要像他
一样流连丘壑，应该建功立业。诚挚的心意，优美的
文笔，珍贵的友情让人心里泛起暖意。

友人来访，心情大好，欢喜让眼里的一切都变得
闪闪发光。的确，有些亲人或知己，太久没见，有一
天终于见面，一时间仿佛万物都随着你欢喜的心情
而亮丽起来。

有一天晚上，我经过小区附近的一家茶店，店里
有两个人开着电视、喝着潮州工夫茶。电视里正放
着一首民歌，刚好来到了循环往复的中心句：“久久
不见久久见，久久见过还想见。”我放慢脚步，随着夜
风中飘扬的歌声，捕捉到一种很柔软、很深切的情
愫。总有些人，是你“不见时很思念、见到时很欢喜、
久久见过还想见”的。

那个人，可能是爱人，所以有诗云：“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不见时，思念无边无际；相见时，幸福也
无边无际。另一首诗《风雨》中的“既见君子，云胡不
喜”，就让人读到了一种，不见念、相见欢的心情。

那个人，也可能是朋友。那天我在厨房炒芥蓝，
突然想起在远方城市里生活的闺蜜。读书时代，我
们经常一起吃饭，最喜欢点的青菜是芥蓝。也想起
苹婆花开的季节，我和她坐在路旁肠粉店门口的圆
木桌前，吃着美味的肠粉，赏着落花。想起在小城的
那条太平路，现在叫牌坊街的街上，我们慢慢走，慢
慢逛书店和文具店，看到一本《宋词集》，我们都很喜
欢，各自买了一本，相约多年后再一起重读。

现在天各一方的我们可以语音、视频聊天，但是
见面依然那么令人期待。

除了爱情和友情，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家人，相见
时难以言表的欢乐也被记录得很多。在很多公开的
家庭记录视频里，我们看到那些很久没回家的孩子，
有意不提前告知父母，突然回家，给父母带来巨大的
惊喜。那种由衷的狂喜，真的是隔着手机屏幕也能
感受得到。

有人说，茫茫人海，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然而
如果生命里，有你天天想见、久久见过还想见的人，
你就不会活在孤岛上。 （《中国妇女报》）

久久见过还想见

□刘丽利

◆选择口感好的药物
家长们在选用剂型时，要选择

适合宝宝服用的果味剂型药物，其
口感更容易被孩子接受，从而提高
配合度。比如：退热药泰诺林、美林
是甜味的；口服补液盐没有特别的
味道，但有橙味、樱桃味可以选择。
可选择颗粒剂、滴剂、混悬液、分散
片等剂型，其中颗粒剂、分散片，尽
量不要泡太多水，以免增加服药压
力。

◆正确使用喂药工具
滴管：一般用于严控用量或用

量很小的液体药物，对于 1 岁以内

的小婴儿，使用小滴管喂药最为合
适。塑料注射针筒：孩子不配合时
使用，记得一定要去掉针头。喂药
器：适用于2岁～3岁宝宝使用，有奶
嘴式、针筒式、滴管式几种可选。不
易滴漏、不易伤害口腔、用量可控。

◆选择正确喂药姿势
孩子服药时要采取半仰卧位或

半坐位的姿势，家长轻轻把住孩子
的四肢，固定住头部，一是不容易造
成药物撒漏，二是不容易造成孩子
呛咳。

◆根据剂型调整喂药策略
如果药物是片剂，并且与水溶

解后服用不影响药效，也不增加毒
性，可以先将药片碾成粉末，用温开

水溶化后，自制成液体剂喂给孩子
吃。喂法很简单，先把孩子的头抬
高，让脸侧偏，然后用勺伸到舌根
处，轻轻压住舌根促使孩子产生吞
咽动作，听到咕咚一声，确认孩子把
药吞下后，迅速把勺子拿出来。

◆采取喂药奖励机制
对于 3 岁以上的孩子，当孩子

顺利喝完药后，要及时给孩子一点
奖励，可以给孩子吃一小块糖，掩盖
药物的异味，也可以给孩子一个新
玩具。同时也要对孩子进行语言上
的表扬，可以竖起大拇指对孩子说：

“宝宝真棒！”“宝宝最乖了！”从而降
低孩子对喝药的排斥。

（《大众卫生报》）

让孩子配合服药 试试这五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