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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雨蕾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辅具适配技术研
究部主任罗椅民，为大家介绍老人居家养老
时如何选对椅子。

洗澡椅。建议选边缘圆润光滑、材质柔软
的，以减少磕碰和擦伤。自理能力较好的老人
可以选装在墙上的折叠椅；体力较差、轻度失
能或可以保持坐姿的重度失能老人，建议选
择带扶手和靠背的洗澡椅；喜欢用浴缸的老
人，可以购买能适配的升降洗澡椅。

餐桌椅。尽量选择椅背垂直的椅子，让老
人无需过分后仰就能靠住。尽量选择稳定性
好、不易被轻易移动的款式，保证老人坐下及
起身时的安全。扶手要符合老人的习惯。

坐便椅。购买时，要考虑老人的身体状
况，如是否可以抓扶站立等，健康状况较好的
老人可以选择带扶手的，保障起坐时的安全；
偏胖老人可以选加宽的款式；起身困难的老
人可以选择高度可升降的马桶，方便老人完
成轮椅与坐便椅之间的移动。

拐杖椅。拐杖椅收起时可作为拐杖，让老
人走路更省力；展开后可充当椅子，方便老人
疲惫时恢复体力，同时，免去了老人拿两样东
西出门的麻烦。拐杖椅虽然方便，但在使用中
很有局限性，需要用双腿同时辅助支撑才能保
持稳定，更适合肌肉比较有力的低龄健康老
人，如果老人腿部力量不够，最好不要使用。

（《生命时报》）

选对椅子护佑晚年

□储继明

近年来，不法分子盯上了老年人群体，通
过各种手段诱骗老年人养老金。人社部门发
布提示，当心诱骗养老金的三个陷阱。

陷阱一：特殊渠道一次性补缴保险费
有的临退休人员会担心：我马上要退休

了，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骗子会
说：我们有特殊渠道，可一次性为你补缴养老
保险费。

人社部门提醒，如果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可延长缴费至满15
年。代办保险属于违法行为。

陷阱二：用养老金投资赚钱
有的不法分子以“低风险、高回报”为噱

头，诱骗老年人用养老金投资赚钱，往往老年
人投资后，不法分子便消失不见。当老年人担
心项目是否“靠谱”时，骗子会说：“放心，我们
有国家扶持，没有任何风险。”

人社部门提醒，近年来，针对老年人养老
投资的陷阱频频出现，收割老年人的养老金。
切莫轻信“高收益”，辨别信息真伪能力要增
强。

陷阱三：代办认证
不法分子发布谣言，称今年养老金认证

时间提前，未及时完成待遇资格认证的话，养
老金将会停发，打着代办认证幌子牟利。

生存认证，全称是退休人员生存认证，即
退休人员每年到当地的社保部门进行一次生
存认证，证明领取养老金的老年居民还健在、
符合继续领取养老金的条件。凡是在社保领
取养老金的企、事业退休人员及生活补助人
员，每年都要进行至少一次的生存认证，以防
社保机构养老金的大量流失。

人社部门提醒，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一般是一年认证一次，无固定认证时间，可在
上次认证后的一年内任意选择时间进行认
证。 （《颍州晚报》）

警惕诱骗养老金
三个陷阱

□黄立会

每到麦收时节，我总爱站在田间
地头，看大型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
吼叫着在麦田里来回驰骋，一大片麦
子不一会工夫就被它吞吐完毕，不由
得想起过去夏收时我们用人工割麦、
碾麦、扇麦的情景。

人工割麦

在生产队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初期，夏收时主要靠人工割麦子。

那时候，我们队割麦兴“放箭”，就
是割麦的只管割，三人一组，一人“拱
洞”两人“挎翅”，将割倒的麦子放成一
个个小堆，后面紧跟着抱麦、缚麦的人。

刚开始我老是跟上别人“挎翅”，
空用蛮力，不是跌打得浑身疲惫就是割
破了手、磨破了脚，还老掉在别人后头，
让“拱洞”的人时不时接我一两把。回到
家我累得腰酸背疼、浑身无力，便对母
亲说我明天不想再去割麦了。母亲不悦
地说：“‘谷黄麦月，绣女下床’，火麦连
天你不想割麦了，想干啥去？再说干啥
活都是‘不怕慢，单怕站’。割麦也是这
样，不怕割得慢，就怕割两下站一站。”
我说：“不站起来展展腰，我腰疼咋办？”
母亲随即训斥道：“你小娃秧秧的哪来
的腰？那不是腰疼是你懒的哩。”就这
样，我不敢再说不想去割麦了，而是手
破了缠手，脚破了缠脚，硬着头皮一晌
晌地跟着社员们去地里割麦。

一连几天下来，渐渐地让我摸着
了一些门道，那就是干啥都要“扑下身
子”。就说割麦这活计，本来就是个腰
疼活，而且是半弯不弯的时候最疼。既
然是个腰疼活，那你割两把站起来也
是疼，割一截站起来还是疼；但要是老
弯着腰不起来，习惯了反而不太觉得
疼了。于是我就学着我们队里黄随舟
的样子，割麦时尽量把腰弯得低低的，
镰刀也尽量挨着地皮，割到边行用左
脚鞋底挡着，这样割的麦茬又低速度
又快，很快就上升到“拱洞”的位置。回
到家再看，左脚球鞋的鞋头及鞋底已
被砍成了木渣状的。随舟随后对我说：

“割麦要穿布底鞋，布底鞋瓷实镰刀砍
不动，像你这样的球鞋没有被砍透割
着脚就算是幸事。”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我家分到12亩耕地，每年都种4亩棉
花、8 亩小麦。每年夏收时，我和妻子
一把一把地将麦子割完，然后用小平
车一车一车地往麦场拉，再和别人合
伙一场一场地碾。不等麦子碾完，我所
上班的乡政府就通知立即返乡上班，
我就立马到岗开始工作，妻子一个人
再一叉一叉地将麦秸摊开腾粮食，彻
底弄完得半月二十天的样子。

打场碾麦

麦子割完后，生产队用马车（后来
用拖拉机）将麦捆一个一个装上车，拉
到事先打磨好的麦场两边堆起来，然
后队长挑选二十多个强劳力集中到麦
场里，开始打场碾麦。我一不会使唤牲
口，二不会使用机械，所以每年麦子割
完后总是被队长派进麦场里碾麦。

先是摊场。一个小伙子上到麦积
上，用苦叉（两翅叉）将麦捆一个一个
扔下来。下面的人把麦捆解开用木叉

或铁叉腾乱（腾得越乱越好，这样麦穗
才能充分散开，碌碡容易把麦粒碾出
来），再推到麦场上摊开或者一叉一叉
地栽起来（这样麦穗和麦秆容易晒干
好碾，也能多摊些麦子）晾晒。

接着是碾麦。经过一晌午的暴晒，
麦穗麦秆基本被晒干，到下午一两点
钟开始碾麦。最初是用牲口拉着碌碡
碾。一个头戴草帽的老农站在麦场中
间，六头牲口两两相牵拉着三个碌碡，
里圈的三个牲口头上各拴着一根绳
子，由老农攥在手里或拴在腿上掌握
着，手里扬着长鞭吆赶着牲口，在麦场
里一圈一圈地转着碾。边上站一名妇
女或学童提着个粪筐，随时做好准备，
听见老农喊“拾粪喽——”便飞跑过
去，将牲口刚拉下的粪便拾起来装进
粪筐里倒出场外，以免碾出的麦子里
混进牲口粪便。后来有了拖拉机，就用
拖拉机拉着碌碡碾。因为拖拉机的排
气管在下部，容易喷出火星引发火灾，
所以旁边总站着一个火警观察员，周
围摆满盛满水的水桶，一旦发现火星
喷出引燃麦子，立马提桶用水扑灭，以
免烧着整场麦子。

上面的一层碾过后，队长一声令
下：“翻场喽——”所有人就都拿着铁
叉进入麦场，排成一字长蛇阵，从边上
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往前翻麦秆。翻场
是最肮脏最苦累的农活之一。前面的
人往前翻，后面人翻过来的麦秆几乎
就打在前面人的后背，带起来的灰土、
麦衣将整个麦场弥漫。下午两三点钟
的太阳斜射着人们的脸颊、前胸或后
背，脚底下蒸腾的热气裹挟着尘土、碎
屑从裤口钻进裤腿，汗水和着尘土、碎
屑布满全身，把人迷得灰头土脸、面目
全非，麦芒和碎屑扎得人浑身难受奇
痒无比。

等翻上来的下面这一层碾好后，
还要进行三四次“擞场”（就是把麦秆
挑起来抖擞几下再摊平，然后再碾），
直到麦粒全部碾出、麦秆成软软的扁
状才停止。

扇麦扬麦

麦子碾好后，先将起过麦秸含有
麦衣和麦粒的混合物堆成几堆，再开

始扇麦。
我们这里过去主要是用风车扇

麦。几个小伙子将风车抬放在混合物
堆的左侧，然后轮流在风车旁手握摇
柄搅动风车（后来有了电动机，取代了
风车）；风车上面坐一个妇女掌大簸
箕，簸箕下面放一个前低后高能左右
摇动的辊子；搭麦人站在风口右侧将
混合物搭到簸箕里，掌簸箕的妇女摇
动簸箕把混合物均匀地溜下来，风从
风口吹出，麦衣被风吹走，麦粒就落在
了风车前面。

我那时身小力薄搅不动风车，就
跟着满舟、随舟等人学搭麦。一开始我
也不会，在风车前头手忙脚乱没有头
绪，满舟、随舟就在旁边一步一步地教
我：先把脚跟前收拾利索，不然容易把
混合物搅到麦堆里去；搭麦的时候每
次只铲半锨，将木锨侧起来往簸箕里
搭；搭一阵混合物就要在风车前麦衣
和麦粒的结合部搭几锨，将二者隔断，
以防止麦衣混到麦粒中去……就这样
不到几年，我就练成了搭麦子的能手。

1982 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后，一个打麦场分成了几块，队里的
风车分给了其中的几户社员，我和万
军、芦成、桃学几家人只分到场地却没
有风车，于是就学着扬麦子。一开始不
得要领，几个人围着混合堆，用木锨铲
一锨往上抛一下，因为抛得太多散不
开风吹不动，几乎又原款落了下来，把
场上弄得土毛乱飞，但却是收效甚微。

后来有一年轮到我家碾麦子，混
合物堆起来后突然西北风起，天空阴
云密布、雷声阵阵像要下雨，大家心急
如焚却又无计可施。正在此时，我的连
襟姐夫赶到了！他在东曲凡村是扬麦
能手。他让我们先把圆堆拉成长条形
堆，人站在混合堆前，侧身铲起半锨混
合物，转身迎风一扬，后手顺势一拉，
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混合物
在空中均匀散开，麦衣被风吹走，麦粒
落在了下面。接着再铲再扬再拉……
这一连串精彩动作几乎是在瞬间完成
的，把我们几个都看呆了！

那天暴雨欲来风催人急，三四千
斤麦子连襟姐夫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
扬完了，赶暴雨到来时我家的麦子已
安然入库，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打那以后，我们每次都在风口处
起长条形堆，然后学着姐夫的样子一
扬一拉轻松扬麦，我渐渐地学成了扬
麦的把式。

现如今，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地里
几个来回，就把麦子收进舱里，人站在
地头就把麦粒装进车厢拉回了家，还
有的就直接拉到收购点卖了，真是又
快又省力。

抚今思昔，百感交集，怎能不感谢
党的好政策给我们带来的好日子！

▲饭野农夫也《收麦》

▲魏紫熙《麦收时节》

想 起 当 年 夏 收 时想 起 当 年 夏 收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