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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雪芽

老人在儿女家轮流住，退休金却一直交给
女儿代管，这可让儿媳感觉不平衡了……轮流
养老，“钱规则”说头里。

大斌妈过世后，大斌爸一直独居。老爷子
腿脚不利索，为了省事，就把社保卡给了大斌姐
姐，每月取钱送过来。天长日久的，老爷子的社
保卡就默认放到大斌姐姐那里了。

后来，大斌爸病重住院，出院后，姐弟俩轮
流伺候。有一天，大斌媳妇娜娜忽然想到公公
的社保卡，就问大斌。大斌正在看手机，头也不
抬地说：“当然还在我姐那儿。”不知怎么的，娜
娜心里一下子不舒服起来。过了些日子，娜娜
又问起社保卡的事，大斌索性说自己开不了口，
不知道怎么跟姐姐提。娜娜一听就来气了，她
是全职太太，平日里都是她照顾公公的饮食起
居，应该把社保卡的事情说清楚。

案例中的家庭风波虽发生在大姑姐和弟媳
之间，但究其原因，是老人没有提前把退休金及
存款的用途明确告知孩子们导致的。其实老人
入住儿女家之前，可以先召开一次家庭会议，把
跟钱相关的事说清道明，让大家心中有数。这样
做既确保老人的晚年生活得到妥善安排，又能
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不少老人可能有种担心：家人之间谈钱容
易伤感情。实际上，如果老人对钱的问题含混
不清，反而会引起孩子们之间的猜忌与误会；老
人清晰地交代退休金规划，如定期给每位孩子
多少生活费、如何管理剩余资金等，有利于增强
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和联系。 （《今晚报》）

别不好意思和儿女“谈钱”

□徐信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祖国，亲爱的母亲，在这个光辉
而伟大的日子里，我要把最美的礼物
敬献给您！

最美的礼物是什么？我思来想
去，是2008年11月退休以来的奋斗
成果。

出书存史利后人

15 年来，出了三部书，共 13 册，
522.3 万字。其中：《求索之声》分上、
下册，是2009年9月出版的，创作历
时8个多月，是一部献礼书，是献给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的，主要
内容是从反映自己工作和主政之地
的新闻报道、上级通报等中精选的；

《改革之声》共6册，是2016年6月出
版的，历时6年多，是献给改革开放新
时期的，主要内容是从自己工作以来
的文章、讲话、批示、信件等中精选
的；《奋斗之声》分 5 册，是 2019 年 8
月出版的，历时8年多，是献给共同奋
斗的父老乡亲、战友和亲朋的，主要
内容是总结几十年来自己在工作、学
习、生活等方面的经验，以启迪后人。

这三部书，我称之为人生“三部
曲”。

这三部书是浓浓烈烈的感恩之
书，感恩党的教育培养，感恩祖国的
哺育呵护，感恩人民的厚爱支持，感
恩战友的鼎力相助，感恩亲人的理解
关心；是实实在在的资料之书，为曾
工作之地提供了丰富的、翔实的党史
资料。每部书出版后，我都亲自上门
将此书捐赠给有关单位、母校和故
乡，礼送给风雨同舟的战友和亲朋，
从而兑现了自己“甘当一个义务资料
员”的承诺。

人常说：“板凳甘坐十年冷。”对
于一个六七十岁的人来说，要出这么
多书是有很多困难的，酸甜苦辣是难
以想象的。比如，从搜集材料到正式
出版，要经过十几道工序。仅校正就
要十来次，一次 500 多万字，十次就
是 5000 多万字。这是多么大的工作
量！然而“心中有党，浑身有力量”，我
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排除万难的
决心、宁静致远的静心、持之以恒的
恒心，战胜了酷暑炎热、汗流浃背，战
胜了眼干眼涩、眼肿眼疼，战胜了腰
酸腿硬、手腕困疼……如期完成了出
书的任务。

而今，每当我看到厚厚的 13 本
书时，心里总是甜滋滋的，眼里总噙

含着胜利的泪花。
而今，每当我看到那一摞摞 20

多本捐赠收藏证书和荣誉证书时，心
里总是自豪的、幸福的。

笔耕不辍颂时代

15年来，我不仅著书立说、“存史
资政育人”，而且紧扣时代脉搏，在党
和国家的重要历史节点写一些文章
在新闻媒体上发表。迄今，已发表49
篇、达205320字。

比如，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
年之际，发表《瞻仰马克思故居》；改
革开放 40 周年，发表《春天的故事》

《春风又绿汾浍畔》等5篇文章；在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
际，发表《向祖国母亲的汇报》（上、
下）《徐宽福在坦赞铁路的日日夜
夜》（连载10期）两篇文章；建党100
周年，发表《红岩精神代代传》《光辉
文献照征程》等 4 篇文章；为学习宣
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发表

《听二十大报告的感言》《学〈报告〉
心亮堂》两篇文章；为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发表《难忘与柴
老的三次交往》《叔父的南下路》两
篇文章等。与此同时，对发生在身
边的、感人的典型人、典型事，也写了
一点文字，发表了《弘扬主旋律 传
播正能量的楷模——赞书法家张有
道的艺术奉献精神》《于微细处见精
神》《推荐一本好书》等5篇文章。

编修家谱传家风

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党员多、
干部多、在外工作人员多。为了恪守
家训、传承家风，我曾两次编修家谱。

从2016年6月开始，经三年半的
苦战，于2019年12月出版了《开张南
庄徐氏家谱》。此家谱，图文并茂、古
香古色、大气厚重，共15.1万字。同时
围绕家风建设，我还发表了《祖孙情
深》《父德如山》《恩深似海》《叔父的
叮咛》《慈爱的告诫》等7篇文章。

热爱家乡寄深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想为家乡多
做点事。15年来，我向村里捐赠《谈治
国理政》《摆脱贫困》等书70册；参加
了《东开张村志》的编纂工作并担任

“顾问”，承担了 20 多万字的村志校
正和修改工作；出席研究重要活动5
次；提意见建议25条；提供老照片11
张、报刊文章4篇、资料12份；应邀为

村志题词。在此期间不计回报，得到
了村民的认可，还被写进了村志《后
记》之中。2022年村志出版后，我发表
了《我为〈村志〉添斤两》一文。

为宣传家乡，我还发表了《在老
家的日子》一文，描写了改革开放以
来家乡的新变化、新面貌、新景色；

《腊月恰是乡村的岁首》和《童年四季
之趣》介绍了家乡的民风民俗和优秀
的传统美德；《打胡基》和《碾麦场的
记忆》讲述了家乡农耕文明的故事和
村民的家国情怀。

终身学习志不移

15年来，我始终践行着“活到老，
学到老，奋斗到老”的座右铭。学习，
已成为我的生活习惯。

一是坚持天天学习，看书、看报、
看电视、上网，从 2020 年 5 月 1 日起
在“学习强国”学习，4年多来，一天不
空、一题不短，白天有事晚上补，任务
不完不睡觉，还获得了“学习强国”颁
发的证书；二是坚持天天记日记，目
前已记19本；三是坚持写总结，即月
月写小结、半年写中结、全年写总结，
每月小结之后，都要写一首诗，至今
已写 189 首；四是坚持年年做剪贴，
至今已剪贴 11 本；五是坚持年年旅
游，旅游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既能受
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
熏陶，又能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各
具特色的风土人情，还能品尝各种各
样的美味佳肴。每次旅游归来，我都
要写一篇游记，现已发表《重游杜甫
草堂》《我爱三角梅》等5篇文章。

有耕耘，就有收获。2021年，我荣
获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2019年至2024年，连续6年
获得运城市委党校党委颁发的“优秀
共产党员”证书 ；2024 年 5 月，获

“2024年山西省新时代‘百姓学习之
星’”光荣称号。

这就是我退休15年来所走过的
路、所做的事、所奋斗的成果。但我深
知，自己做得还不够，离祖国母亲的
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今，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全面深化改
革的浪潮席卷着神州大地，其势如滚
滚长江奔腾向前。作为您的儿女，我
绝不会掉队、歇脚，绝不会辜负您的
期望，定会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牢记
初心使命，斗霜雪、战风浪，永远跟党
走；定要在新时代、新征程的路上，立
新功、创新业；定要为运城的现代化
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奉献力量、增光
添彩！

最美的礼物给祖国

□毛蜜娜

家住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刘志新前不久刚
过完百岁生日，除了听力下降之外，他的视力和
记忆力都很好。87岁的老伴王会贤介绍，即使
听力很好时，丈夫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也不太走
心，“这也许是他长寿的秘诀吧”。

前不久，我登门拜访了寿星。老人家满面
红光，看上去跟80岁的人差不多。“我年轻时在
部队当兵，退伍后去了铜川工作，最开始是给人
理发。”回忆往事时，刘志新展现出超强的记忆
力。我问他：“怎么做才能和您一样长寿？”老人
笑着说：“心情好，不操心。”拜访当天，刘志新的
大儿子正好从铜川回来探亲。他说，父亲很少
打听晚辈们的私事，“但他对我们的爱并不少”。

虽已年过百岁，但刘志新却不愿在家宅
着。“他喜欢到处转悠，经常一个人走很远的路
去大街上闲逛。前年不小心摔了脚，但他仍旧
闲不住，把上下台阶当成日常锻炼。”王会贤这
样说。 （《快乐老人报》）

长寿秘诀是少为晚辈操心

很多老人热衷买一些高价带“富
硒”标签的食品，认为其营养价值高，
甚至坚信部分商家宣传的“防癌功
效”。到底是不是智商税？

正常人群只要不偏食挑食，注意
均衡营养，就可以摄取充足的硒，无
需特别补充。

富硒食品本身并无不妥之处，但
若定价过高，性价比就较低。并且，
只有在人体缺乏硒元素的情况下，适

当补充才有作用。
武汉市中心医院药剂科主管药

师杨科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有以
下4类特殊人群才需要额外补充硒。

使用化疗药物者 硒元素可减
少化疗药物（如顺铂等）所引发的肾、
骨髓损害。

碘缺乏者 缺硒会恶化碘缺乏
的症状，适当补充硒可保护甲状腺。

以全静脉营养为唯一营养来源

者 适当补硒可以缓解全静脉营养
者硒缺乏导致的关节僵硬、肌肉痛、
指甲白化等症状。

有严重胃肠道疾病者 需额外
补充硒元素。

此外，老人、小孩、素食人群、血
液透析的肾病患者等，都是缺硒的高
风险人群。膳食摄入是最主要、最安
全的补硒方法，可在医生的指导下，
适当吃富硒食物。 （《生活晚报》）

富硒食品值得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