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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芸苓

细心陪伴不想留下遗憾

李新是提前申请退休的，按
说她高级职称，可以工作到60岁。
因为父亲去世后，母亲的状态一
直不太好。开始，李新以为母亲是
过度伤心，一时没有缓过来，过段
时间会好的。后来，李新发现，母
亲记忆力逐渐减退，有时候竟然
连她最疼爱的大孙子的名字都想
不起来。李新便带着母亲去医院
检查，诊断结果显示母亲患上了
阿尔兹海默症，就是俗称的“老年
痴呆”。李新和家人都非常伤心，
于是，她向单位提前递交了退休
申请，她不想让自己留下遗憾。退
休后的她带着母亲四处求医，梦
想着母亲能康复。让李新失望的
是，在不断的治疗中，母亲的病却
越发严重，连非常熟悉的人都不
认识了。

为了唤醒母亲的记忆，李新
和姊妹们商量，她和母亲搬回老
家的小院生活，或许到了母亲熟
悉的地方，母亲的病情可以得到
缓解。

大妹妹在北京，经济条件好
些，主动出钱把老家的院子整修
了一下。弟弟平时工作太忙，闲暇
时主动承担了院子里的绿化和环
境打造工程。在一家人的努力下，
李新和母亲很快就回到了熟悉的
院落。在那里，父母生活了半辈
子，母亲对那里非常熟悉，李新希
望这里的一切可以唤醒母亲的记
忆，还她一个健康的母亲。

李新发现，回到家乡的小院
后，母亲的情绪稳定了许多，和左
邻右舍坐在一起，话也多了起来。

李新感觉自己的决定是对
的。于是，在弟弟妹妹们的帮助
下，家里安装了比较方便的马桶，
房间里也安装了空调，母亲住起
来会更舒心了。

李新带着母亲，春天在田野
里挖野菜，夏天在大树下乘凉，和
母亲熟悉的乡亲们聊天互动，慢
慢地，母亲的病情得到了缓解。

李新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
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姊妹三人
都很孝顺，但母亲还是比较依赖
李新这个大女儿，李新住的离母
亲较近，平常和母亲的感情链接
也比弟弟妹妹多一些。

弟弟妹妹虽然工作忙，但放
假时也会带着孩子们回到小院看
望母亲。母亲虽然已经叫不出大
孙子小伟的名字，但见到小伟，她
依然会把她认为的好吃的留给孙
子，听着小伟亲亲地喊奶奶，她笑
容灿烂。

一家人回到当初的小院，母
亲的心情很放松，笑容也多了起
来。说起姊妹几个的童年趣事，母
亲依然能如数家珍，这让大家比
较欣慰。

李新说，母亲后来几乎都不
认得他们了，但她依然会呵护他
们，把家里的好吃的藏起来，说要
留给孩子们吃。

照顾越来越像孩子的母亲的
确是个累人的活，随着母亲病情

的加重，李新感觉越来越力不从
心。爱人也很心疼李新，就劝她雇
个保姆。弟弟妹妹也说雇保姆的
钱他们来出，毕竟是大姐在照顾
母亲这件事上长期出力。

后来，就雇了同村的一个张
姓的远房亲戚。张阿姨四十出头，
丈夫去世早，孩子不在身边，比
较适合。李新和张阿姨一起照顾
母亲，相对轻松了许多。

随着母亲病情加重，李新非
常担心母亲会不小心走丢。因为
母亲变得像个小孩子，一会儿要
去赶集，一会儿要去看电影。无论
做什么，她都是想起一出是一出，
且没有方向感，更不认得回家的
路。细心的李新就给母亲脖子上
挂一个带扣子的吊坠，上面醒目
地写着母亲的名字，吊坠里面有
李新和弟弟的联系方式。

后来，母亲出去的次数变少
了，活动范围就在家周围，虽然体
力上轻松了些，李新的心却越来
越沉重。

如今，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
她只认得李新一人，连她最在乎
的小儿子和大孙子都不认识了。
大家回小院聚会的时候，母亲依
然非常高兴，只是偶然会跟孙子
说：“你是谁家的孩子啊，天快黑
了，赶紧回家吧。”

孙子小伟拉着奶奶的手说：
“这里是我的家，我是您的亲孙
子，奶奶您咋把我都忘记了？”一
瞬间母亲又好像记得了，抱着孙
子一直喊他的名字，开心地笑着。

再后来，母亲变得敏感且脆
弱，只要看不到李新，她就会无助
地喊着她的小名……母亲病了五
年多，李新和弟弟妹妹耐心地照顾
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的生活，
陪着她聊天说话。李新说，母亲活
着就是他们的福气，尽力去孝敬母
亲，不想留下任何遗憾。

把老人放到养老院也得
送去关心和温暖

巧云的婆婆得了半身不遂，
因为她们姊妹几个都得上班，家
里房间又少，请住家保姆有些不
方便。于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商
量，决定把母亲送到离家近的养
老院。

巧云的爱人是家里唯一的男
孩，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两个妹
妹。大家开始还有些不理解，可是
都得上班，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也

是无奈之举。
刚到养老院的时候，巧云婆

婆没有安全感，几乎每天都会不
停地给他们打电话，说想回家。
巧云听着都有些心软了，想把婆
婆接回来自己请假照顾，姊妹几
个商量了一下，这样不是长久之
计，就决定大家轮换着去养老院
陪母亲，让她先适应那里的生
活。

于是，大家排班，安排好值班
表，这样母亲几乎每天都能看到
家里人，她的情绪就稳定了许多。

不久，母亲在养老院就认识
了同龄的朋友，相处得非常融洽。
护理人员会把母亲从房间推到阅
览室或活动室，让她和老人们一
起聊天、看电视、阅读。养老院里
还经常搞活动，母亲和同龄的朋
友一起参加，慢慢地，母亲逐渐适
应了养老院的生活。巧云他们依
然坚持轮换着到养老院看望母
亲，给她带家里蒸的包子，放假了
让孩子们过去看望。渐渐地，母亲
的性格也变得开朗起来，身体也
康复得很好。

母亲从开始的生活不能自
理，到后来自己可以吃饭，自己推
着车锻炼身体，巧云和家里人的
心也放松了下来。

每个星期，巧云姊妹几人轮
流着去给母亲洗澡，让老人身在
养老院也能感到家人的关爱，母
亲的心情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有假期的时候，一家人会陪
着母亲出去看风景、逛庙会，心情
好了，母亲的病情也缓解了不少。

如今，巧云婆婆在养老院慢
慢康复着，家里人依然按当初的
约定轮流去看望她。今天你带着
包子，明天她送排骨汤，除了养老
院正常的饮食，家人亲手做的饭
菜也让母亲非常受用。

巧云告诉记者，把老人送到
养老院也是如今的一种养老方
式。但我们不能把他们放到养老
院后就疏于关心，让他们感觉儿
女不在乎他们了，因而伤心焦虑，
病情越来越重。把老人送到养老
院后，作为子女的我们一定要注
意老人情绪的变化，而不是一送
了之，要注重细节，让老人虽然身
在养老院也能感觉到家人的爱，
不因家人的疏忽失去内心的安全
感。关心老人的生活细节，时常陪
伴老人，这样有利于老人的身心
健康。

关爱父母，从生活细节开始

材 料：
春笋150克，胡萝卜80克，植物油、盐、果蔬

粉、姜适量。
步 骤：
1.笋去笋衣，胡萝卜洗干净；
2.春笋切片；
3.笋片入锅焯水，捞出沥干水分；
4.胡萝卜切片；
5.起锅加油，胡萝卜入锅，过油后盛出；
6.再起油锅，姜入锅煸香，春笋入锅炒；
7.胡萝卜入锅炒；
8.加盐、果蔬粉；
9.翻炒均匀即可盛出享用。

（本报综合）

胡萝卜炒春笋

□杨启敖

龙年正月，春光明媚，风和日丽，我再一次情
不自禁地畅游了航天公园。它是一座以航天科普为
主的现代国防主题公园。它位于盐湖区红旗东街的
盐湖城东面，与盐湖城、池神庙自东向西一并横亘
在中条山北边的卧云岗上，是一个北高南低的坡地
公园，占地 120 亩，于 2009 年 10 月 1 日建成开
放。航天公园主要由主入口广场、航天主题广场、
健身广场、槐香广场、运城航天展览馆等几部分组
成。

公园大门口的西边是业余合唱队的地盘，那里
最为红火，操琴的、拉二胡的、吹笛子的、扯喇叭的，
指挥的、领唱的、陪唱的，热闹非凡。从八点能热闹
到十点多，他们唱出了欢声笑语，唱出了幸福安康，
唱出了心中喜悦。合唱队和广场舞的中间是供小孩
子骑的玩具车，有老爷爷坐在小孙孙的后面，享受着
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

公园里，最热闹非凡的是“文体兵”。环形塑胶
路上有人在逍遥散步，广场上有打太极的、跳广场舞
的，广场舞的队伍东边是几个耍鞭子的，老头把鞭子
耍得啪啪作响，好似都能冒出火星子。再东边依然
是广场舞大妈的地盘，换乐曲、挽行头、换道县、换舞
姿，她们舞出了欢天喜地，舞出了美好生活，舞出了
心中的喜悦。

公园里，最引人瞩目的是“助推器”。它是航
天公园里的镇园之宝，是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长征
二号F运载火箭的一枚助推器发动机，这枚助推器
发动机可是回收回来的“真家伙”。助推器就在园
里的一处树荫下，隔着玻璃罩细瞧，铜喇叭口各种
合金铜管线密密麻麻地盘绕着。

助推器的前面放着中国航天博物馆的《捐赠证
书》，上面写着：为弘扬中国航天文化，发展青少
年航天科普知识教育事业。这是航天公园的荣幸，
也是河东人民的骄傲！

进入航天展览馆，电视大屏幕正播放着气壮山
河的神舟飞天片段。一枚枚火箭威严耸立，排列成
了长征号的“全家福”。北斗导航模型立体地呈现
着，金色的卫星模型在灯光下闪着迷幻的光彩。

登梯步入二楼，可以看到庞大的太空舱、展
开太阳板的玉兔车、站立的航天服……让人如入
太空世界。另一个小屋里是航天爱好者们制作的
各种模型，都是利用废旧塑料瓶子和硬纸板制成
的，模型虽然简单，但是折射的是青少年向往太
空的雄心壮志。

航天公园小巧而精制，每一处景点雕塑都令人
流连忘返。那一处处国防教育墙，那一幅幅航天事
业的科学家雕塑，都在向我们展示我国航天事业不
凡的业绩，以及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春游航天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