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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9月 18日，记者在鲁山县马楼乡南
坡村见到百岁老人李庆荣时，老人刚
洗完澡，大女儿吴花蕊给老人梳头，儿
媳妇李黑豆给老人换洗鞋袜。

尽管已经百岁，李庆荣仍然思
路清晰、精神矍铄，言语间透露着幽
默。听说记者是来采访她的，老人
很高兴，握着记者的手唠起了家常。

老人是一家人的宝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是俗

语，也是李庆荣家的真实写照。

李庆荣生于1921年11月，不过身份
证上的出生日期为1923年 10月 12日。

“年龄填小了，但听说改着很麻烦，就不
去改了，再说大两岁小两岁不影响啥。”
老人笑着说。

李庆荣膝下有一子五女，儿子吴振
兴今年79岁，小女儿今年60多岁。

吴花蕊今年75岁，虽然自己也是老
人，但隔几天就要回来看看老娘。“俺娘
年龄大了，就想多陪陪她。”吴花蕊说。

李黑豆今年76岁，身体很好，平日
里跟婆婆更是形影不离。

“俺奶奶可是俺家的宝，平日里几
个姑姑争着来看望，母亲和父亲更是把

奶奶伺候得无微不至。”李庆荣的二孙
子吴二赞说，虽然奶奶年龄大了，但记
性很好，常给家人讲旧社会的苦难生
活、做人的道理，并经常告诫家人，肚量
要大，与人相处少占便宜多吃亏，尽可
能多帮助别人等。正是在老人的谆谆
教导下，一家老少相敬如宾，其乐融融。

儿媳是老人长寿的秘诀
别看年龄大，除了掉了几颗牙，李

庆荣身体没啥毛病，心态也好，脸上常
带着笑容。

“今年3月份带她去医院体检，医
生说她的健康指数比 60 多岁的人都
好。”吴振兴说，母亲一辈子与世无争，
遇到困难人家，自己宁可不吃不喝也要
伸手帮一把。

老人生活可以自理，但多年来，每
到吃饭家人便准时将饭菜端到她跟
前。“他们对我可好了，冷了怕我冷着，
热了怕我热着。”老人笑呵呵地说。

老人生活简朴，从不挑食，别人吃

啥她吃啥，穿戴更是从来不讲究。只有
早餐有点“特殊”：两个鸡蛋、一段山药
煮熟后再加上一小勺蜂蜜。

记者问老人健康秘诀是什么，李庆
荣指着李黑豆一本正经地说：“俺儿媳
妇就是我的健康秘诀，把我伺候得可好
了。”说完哈哈笑起来。

人都说，最难相处的是婆媳，但数
十年来，李庆荣和儿媳妇没红过一次
脸。“人家到咱家是来伺候咱的，咱得知
道感恩，再说儿媳妇对我确实好。”老人
说，儿子、女儿、孙子也都孝顺，有啥好
吃的争着给她拿。

为锻炼身体，老人经常推着小推车
出去散步，既能当拐杖，想休息时坐着
也方便。

“老人思维清晰，记忆力超强，家中
里里外外几十口人，她个个都能对上
号，甚至有的人多大了她都知道。”市监
狱驻南坡村第一书记穆文涛说，南坡村
共有 1500多口人，李庆荣目前是村里
年龄最大的。

精神矍铄 思维清晰

里里外外几十口，个个她都能对上号

□本报记者 李科学/文 禹舸/图

9月 18日，对张花老人是非同寻常
的一天。上午11点多，孩子们簇拥着她
来到市区建设路与凌云路交叉口的祝
府菜馆。祖孙四代25人齐聚一堂，庆
祝她的百岁大寿。

张花出生于1923年9月18日，今年
99 岁。按民间传统以虚岁庆生的风
俗，家人为她精心准备了百岁寿宴。老
人雪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神采奕
奕。唱生日歌、吹蜡烛、吃寿面、儿女们
鞠躬拜寿……她乐得合不拢嘴。

一生辛勤，心态依然乐观
张花跟着二儿子赵国明生活40多

年了。在光明路加油站西侧原石油公
司家属院的家中，她常拄着拐杖走到客
厅窗边向外望。近两年膝盖严重积水
疼痛，她出门少得多了。

9月13日下午小睡起床，二儿媳妇
王培霞已打好一碗桃肉果泥，端到张花
床边。“娘年纪大了，肠胃不好。果泥里
的膳食纤维能促进肠胃蠕动，比吃药
强。”70岁的赵国明说。

张花卧室朝阳，很整洁，床单自己
掸得平平整整，毛巾被、毯子叠成豆腐
块儿，齐齐码在枕头上。其中一条小浴
巾已用了30多年，一条小褥套也打满补
丁，儿媳妇一直想扔，老人家就是不让。

“看我这好被窝哩？”张花一句话让
大家乐得合不拢嘴。“我套上还盖哩，孩
子、媳妇就想扔。”老人也笑了，抓着记

者的手，虽瘦削但很有力。“媳妇买的衣
裳成堆，还搁那没穿过哩。”

张花不舍得，节俭已刻在骨子里。
年轻时和丈夫在襄县县城集体工厂当
临时工，张花纳鞋底，按件计酬。孩子
们半夜醒来，母亲仍在灯光下一针一线
密密缝着。襄县产烟叶，小脚张花和丈
夫用平板车拉烟包往许昌送；卖细粮买
粗粮，只为多换点粮食喂饱孩子们。日
子再难，她从不抱怨。

如今依然闲不住。张花早起先收
拾屋子、铺床，早饭后还浇花扫地，择
菜、擀面条、包饺子都能干。前几年，
她腿脚还利索，每天下午都去建设路
与光明路交叉口的街心公园打麻将。
近两年因膝盖病痛出去得少了。

张花爱打麻将，能连续打上两个小
时，“俺俩都坐得受不了了，她还不起
来。脑子可清楚，俺都打不赢她。”赵国
明说。“看孩子媳妇说我的赖处。”张花
在一旁又咧嘴笑了。说着话，王培霞又
端来一碗自制酸奶，老人家捧起来一口
气喝完。

儿女陪伴，是最好的良药
寿宴上，张花特意穿了喜庆的红

上衣，搭白色裤子，非常整洁。她爱
美，出门得收拾个把小时，讲究搭配。
儿子为方便母亲起夜特意买了坐便
凳，但她怕房间有味道，都是坚持去卫
生间。

张花不爱吃肉，米面、粗茶淡饭足
矣，红枣稀饭、茶鸡蛋每天不断。她酸

甜咸辣都喜欢，最爱吃芝麻酱、芝麻
盐。生活也规律，早上8点多起床，晚
上8点半准时睡觉。

老人能长寿，和子女的陪伴、精心
照料是分不开的，儿子、媳妇个个没得
挑。“二儿媳妇是真好。和闺女也会生
气，媳妇就没红过脸。上哪儿找去？我
也离不了她。”张花说。小辈们节假日
一有空就来探望；老人有事，孩子个个
着急。“娘多年前曾中风昏迷，多亏大嫂
赶紧找医生，精心照顾，恢复得可好。”
赵国明说。

几十年了，赵国明对母亲的各种小
病了然于心，也成了半个大夫。几个月
前，张花吃了治便秘的药导致缺钾，突
然身体瘫软，着急地喊儿子：“我这是
咋了？”夫妻俩赶紧量血压、喂药、喂糖
水……血压、心率慢慢地上来了。不适
消失了，老人家又高兴起来：“国明，你
用的啥法儿呀？恁妙。”

“长寿是母亲的福分，更是我们子
女的福分。”赵国明说，“母亲的善良、勤
俭是儿女的榜样。如今四世同堂，全家
人都重感情，团结和睦。”

四世同堂 心态乐观

红上衣配白裤子，百岁宴上她最美

二儿媳妇为老人做寿面，老人开心极了

李庆荣与儿子（左一）儿媳（左二）、大女儿（右二）和二孙子（右一）在一起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观念的转变，高龄老人的数量在不断增
多，“寿比南山”是人们对老人的祝福，高寿秘籍里不仅有老人的养生心得，
更有家人的悉心付出。重阳节前夕，本报推出“高龄老人和TA的家人”栏
目，与读者共享这些高龄老人和家人的温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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