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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人兴百福至， 儿孙绕
膝花满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里，家庭和睦、子孙孝顺是每个
家庭追求的最高境界。 信阳市
河区李家寨镇台子畈村曾繁
启的父母曾庆友、 胡圣华夫妇
正沉浸在这样的幸福生活之
中。 四女一子懂事明理，女婿、

儿媳孝敬父母， 而来自孙辈的
疼惜也让老人倍感宽慰。 “晚年
能够享受这样的天伦之乐，做
梦都会笑醒呀！ ”这是老两口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勤报喜慎报忧
已经年届八旬的曾庆友、

胡圣华夫妇育有四女一子。 几
年前， 儿子曾繁启要把父母接
到城里与自己同住， 可是上了
年龄的父母习惯了老家的生活
环境和邻里关系， 不愿意搬到
城里。 之后，曾繁启的车辙痕迹
便刻满了从老家到城里

30

公
里的路程， 每周三次， 雷打不
动。 有时候带点新鲜蔬果，有时
候带些姊妹间喜庆的好消息，

有时候拉上半天的家常。

“报喜不报忧，有了好事一
定要第一时间让老人知道。 ”这
是曾家姐弟早已约好的规矩。

2007

年
8

月， 孙子曾超的高考
录取通知书寄到后， 他的第一
通电话就打给了住在老家的爷
爷奶奶；

2011

年春天，远在北京
的外孙女结婚， 老两口是第一
时间收到喜讯的；今年

6

月初，

小外孙以笔试、 面试双第一的
好成绩考上湖北省公务员，刚
把行李放到信阳家里， 他就回
到李家寨给老人报告好消息。

可是， 任何一个家庭也不
能总是有好消息。

3

月
18

日，曾
繁启的大姐不幸去世。 担心年
迈的父母接受不了突如其来的
打击， 曾家姐弟就决定先瞒住
老人，把后事处理好再说。 曾繁
启清楚地记得，

3

月
25

日，父母
说想念大姐了，要给她打电话。

家人赶紧告知说大姐去上海出
差，长途通话不方便。 一个星期
后，母亲说让大姐回家一趟，大
姐夫就说她生病住院了， 等病
好了就回一趟老家。 为避免父
母疑心， 曾繁启还专门让父母
到海南旅游了一个多星期。 一
个多月后，事情不好瞒下去了，

他们才找了个机会， 在父母能
够接受的情况下， 慢慢地把实
情透露给老人。 全家人费尽心
思编织了一个多月的“善意谎言”给失去
爱女的老人创造了一段重要的心理缓冲
期。

对老人的爱
要时刻流淌在血液里

7

月
14

日下午，天气比较凉爽。曾繁
启一回到老家就看到父母在门口与邻居
乘凉、话家常。他走到屋里，拿起几件父母
换下的衣物，手表一摘，就到水池里洗起
衣服来。不一会儿，母亲进来了，看到儿子
又在给自己洗衣服，她的心里充满了幸福
感和自豪感。

“老人辛苦了一辈子，到老了该享点
福了。 ”曾庆友、胡圣华夫妇居住的老宅
里，儿孙们买来的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有
的甚至没有用过，成了一件装饰品。“有时
候想想，父母对孩子的爱其实是这个世界
上回报率极低的一种感情。”曾繁启说，父

母操劳了大半生把儿孙养大
了， 可是等到需要儿孙们照顾
与呵护的时候， 他们又是那么
容易满足，一次短暂的团聚，一
件普通的新衣就足以让他们念
叨半个月。 父母总是这样，哪怕
还拄着拐杖还能走路， 都不愿
意麻烦子女，让他们去扶一下。

已经红了眼眶的曾繁启说：“对
父母的爱要时刻流淌在血液
里， 唯有这样才对得起他们的
养育之恩。 ”

孝心可以相互感染
81

岁的曾庆友患有较重的
心脏病。 病情时有反复，不好治
愈。

2012

年冬日的一个深夜，曾
庆友的心脏病犯了。 老伴儿胡
圣华赶紧给儿子打电话。 一刻
都不敢耽误， 他们叫了救护车
就回李家寨。 刚坐上救护车，牵
挂公公安危的儿媳黄德勤就忍
不住大哭起来。 人命关天，分秒
必争，由于天黑路窄，救护车怎
么也跑不快。 一路上，黄德勤心
急如焚。

曾庆友在医院昏迷的
5

天
5

夜中，儿媳黄德勤始终寸步不
离，擦洗侍候，跑前跑后。 曾庆
友醒来之后， 有一次主治医生
查房时指着黄德勤对他说，“这
里的病友都羡慕你有一个好女
儿。 ”此时让大病初愈的曾庆友
泪流满面， 他说：“我要是说出
来，你们更羡慕我了，德勤是我
的儿媳啊！ ”

曾家的儿媳像女儿一样孝
敬，女婿的孝心也不比儿子差。

多少年来， 老两口的四个女婿
只要一到了岳父的家里都是恭
恭敬敬，任劳任怨。 身为处级干
部的二女婿每次来到岳父家都
是争着下菜园浇水， 抢着坐在
锅前烧柴火。 他们对岳父母的
关心都是实实在在的。 知道岳
父患有心脏病， 他们平日里都
很操心。 看到有什么最新的特
效药， 了解到那些食物有助病
情好转， 打听到哪里的名医能
够治疗得当……得到了这些消
息， 他们都会第一时间与岳父
沟通。

潜移默化中的孝心传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

曾家子女媳婿的言传身教之
下， 曾庆友老两口的孙辈们从
小耳濡目染，

5

个
80

后、

90

后
的晚辈对待老两口也都很孝敬。

曾超是曾繁启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就
一直远在海南工作。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
长大的他几乎每隔两天都要与老人通一
次电话。每到假期，一回到信阳，第一件事
就是要赶到李家寨老家跟爷爷奶奶住上
两天。

李家寨镇的快递员对曾庆友、胡圣华
很熟悉。 “他们家的快件真多，几乎每个
月都会有一件，从海南、北京、湖北寄来
的都有，两三年来一直是这样。 ”曾庆友
说，孙子孙女都毕业工作了，他们在外
面工作都很不容易。 发了工资，攒了点
钱还总是惦记着我们老两口。 有时候他
们在外面看见了什么最新的保健品、日
用品都会买了给我们寄回来。 其实我们
俩都老了，很多东西不会用，也都用不
到， 放在家里都成摆设了。 胡圣华说：

“每次见面了， 我都会批评他们不要再
乱花钱，可是他们就是不听话。 我也明
白，他们这是孝顺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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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湾———你追我赶游着玩
� � � �

在不少信阳人的记忆里，南湾湖曾经
是父辈们“奋斗”过的地方，直到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每年信阳还都保留着各单位组
织横渡南湾的壮举， 作为

60

后的曾先生
至今仍对当年横渡南湾时的场面记忆犹
新：“那个时候（

80

年代初）几乎各个单位
都有组织，人山人海的，大家又没有专业
的游泳衣， 放眼望去都是五颜六色的内
衣，要是谁游得高兴了，一个猛子扎下去，

没准出来的时候，就变得赤条条的了。 ”

而在南湾禁泳之前，这里也是不少人
游泳、玩水的首选之地。 “大概是在七几
年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就十一二岁，小伙
伴们经常一起在南湾玩水。 不过由于年
龄小，胆子也比较小，还真不敢往深水区
里去，到南湾其实就是在浅水区里抓鱼，

在家也没什么好玩的， 那时候水质很清

澈， 鱼也很多， 所以大家都喜欢去那里
玩。 ” 家住南湾的李先生告诉记者，“后
来，有几个小伙伴说要比赛游泳，看谁先
游到河对岸。 大家那时候估计都想展示
一下自己的游泳技术， 就纷纷下水游泳
去了。胆子大的就一直向对岸游去，胆子
小的游到半路就返回来了， 想想那时候
过得可真开心。 ”

如果说当年在河游泳、在南湾戏水
的回忆是快乐的事儿的话， 那么如今想
要游个泳，耍个水，多半就成了纠结的
事儿———南湾湖禁泳了，小的游泳池卫
生条件让人不放心，好一点的室内泳池
价格高得让人痛心。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

请关注系列报道之二《这些年，关于
游泳的纠结事儿》。

那些年，

关于游泳的快乐事儿

本报记者张继疆见习记者韩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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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现在已进入一年之中最热的三伏天，如何避暑纳凉是市民最
为关注的话题。作为“北国江南”的水乡信阳，市民如何消夏似乎都绕不开
一个“水”字———在河边乘凉，在大坝上避暑，到南湾水上乐园玩水，报
个游泳班健身。 谈起有关夏季游泳， 每个信阳人似乎都有着说不完的话
题。 那些年，我们都是怎么玩的水；这些年，我们又该到哪里去游泳呢？

河———呼朋引伴偷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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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河水，毫不夸张地说就是
清澈见底， 站在岸上就能看见河里的鱼游
来游去。 ”家住河边的张先生说起二十多
年前的河时， 那个兴奋劲儿就如同孩子
一般，“记得我上初中的第一个暑假， 大概
在

1986

年，那时候我还在农村，只是暑假
才能到市里面玩，借住在一个亲戚家里。 刚
来信阳市，对一切都感到好奇，对一切也都
感到很陌生，但唯独对河感到很亲切，就
是喜欢跑到河边去玩， 那时候也确实没
有什么可玩的，加上天气炎热，不止是我，

很多孩子都喜欢跑到河里去游泳。 ”

“因为每年都有发生孩子溺水的事
故，所以家长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检查孩子
是不是下了水，我们也绞尽脑汁地避免被
发现———头发不能湿， 也不能扎猛子，而
且套上塑料袋；衣服不能湿，干脆赤条条
地往水里蹦；大人们在我们手臂上拿粉笔
画线，很多人下了水，还小心翼翼地举着
胳膊。回想当时的情景，的确是很好笑。不
过后来，河道挖沙，太危险，这几年旱得厉
害，上游水库都不敢放水，水质差了很多，

也就没有当年的乐趣了。 ”张先生不禁发
出了这样的感慨。

泳池———名为学泳实为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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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体彩广场还被称为“老广场”的
时候，在其旁边有一处游泳馆，主要是针
对体校的学生进行游泳训练。

80

后的张
先生就向记者讲述了一件自己儿时的趣
事。“刚上学前班的时候，表姐在‘老广场’

的游泳馆学游泳，我妈带着我，一起学游

泳，结果自行车刚停到门口，我跳下车子
就跑了，当时真不知道是怕啥。 ”张先生
说，“表姐学得很快， 而我到现在还是个
‘旱鸭子’。 后来也报过游泳班，不过每次
学的时候，避暑玩水的目的还是要明显大
过学游泳的。 ”

曾繁启对父母关怀备至。

夏日市民游泳去哪系列报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