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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患重病，照样能长命百岁
中国工程院院士盛志勇今年已

99 岁， 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即
使身患重病，照样能够长命百岁。

从不把自己当病人

盛志勇五六十岁时就戴上了糖

尿病的帽子， 还曾做过胆囊切除手
术， 心脏里放了 5 个支架，“但我从
没把自己当病人。年纪大了，有些慢
性病很正常”。 饮食方面，盛志勇并
没有刻意忌口，“家里做什么， 我就
吃什么。人是杂食动物，不要太限制
饮食，但我从来不乱吃营养品”。

工作使人长寿

按照常人的思维， 盛志勇功成
名就，可以安享晚年了，可他仍然不
肯享清福。他经常到办公室上班，回

家还要带上“家庭作业”———杂志社

约稿和学生们让他帮助修改的论文

等。 在盛志勇看来，工作使人长寿，
“停止了工作，活得再长也没有什么
意义”。

兴趣广泛，人老得慢
盛志勇的兴趣爱好特别广泛，他

很喜欢听歌剧，如《茶花女》《蝴蝶夫
人》等。 他还喜欢乐器，最喜欢吹口
琴。 如今，每天晚上临睡前他都要看
一段英文小说。 “人老了要有点兴趣
爱好，这样就会老得慢。 ”盛志勇说。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北京
晚报》）

长辈微信头像是“移动花园”
“父母的微信头像是移动的花

园，浓缩的旅游景点……”最近，网
上掀起一股晒长辈微信头像比赛。
凭借着有态度的选图和个性自拍

等， 中老年人的微信头像受到很多
子女的点赞：爸妈，您的微信头像真
好看！

采访中，记者发现，长者们的微
信头像分成了几大“门派”。 用图背
后是何用心？ 如何用一张图正确传
达自己的个性和文化底蕴？

统计：花草头像最吃香

湖南株洲 63 岁的李易莲玩微
信 7 年，她的微信头像是一朵荷花，
“荷花象征着吉祥和美好，与我的微
信名‘荷塘月色’很搭”。在记者的微
信中， 有 2000 多位中老年读者，统
计发现，“花草帮”绝对是第一大派，
其中超四成人都选择使用兰花、荷
花 、蒲公英 、古树 （森林 ）等作为头
像。

选择用自拍作头像的也不少。
北京网友“君子兰”认为，“自拍派”
的人最自信，“我今年 82 岁， 爱化
妆，爱打扮，虽然我年龄大，但风采
依旧”。 与年轻人使用写真照、修图
照等不同， 长者们的自拍照别有风
味，有人和姐妹一起合影，笑得很欢
乐； 有人爱旅游， 在大江大河前留
影；有人穿着旗袍撑着油纸伞，有着
“雨巷伊人”般的风采。

很多人则选择与孙辈的合影作

头像。微友“向阳花”表示，看到别人
抱着孙子，情感上很亲近。她的头像
照是一张和孙女亲脸的自拍照，“儿
媳觉得照片拍得很好， 专门打印出
来放在客厅墙上”。

说法：头像能传达个性、底蕴

“好的头像能为你加分。 ”湖南
长沙 69 岁的张进宽是一名摄影爱
好者， 微信头像是一张手持 “小钢
炮” 半跪在草地上的照片，“这张照
片经常被群友贴出来， 他们夸我帅
气”。 私下里，常有群友添加张进宽
为好友，向他请教摄影技巧，约他一
起出游拍摄。

在湖北武汉 71 岁的金常一看
来，微信头像能代表个人喜好。 金
常一爱好书法 ， 他的微信头像是
自己书写的 “高山流水 ”四个字 ，
因为这幅书法作品 ， 时常有爱好
书法的群友找他切磋 ， 金常一干
脆新建了书法群 ， 如今群友发展
到两百多人。

“头像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和
底蕴。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唐若分
析说，用风景美图做头像的，注重人
际关系的和谐； 用花草做头像的人
往往热爱生活； 用抱娃照的人很容
易亲近；用自拍照的人比较自信；用
雪山、黄河图等作为头像，则显示自
己阅历深、底蕴足。在国家三级心理

咨询师唐义诚看来， 微信头像还能
反映一个人的心态和当下的生活质

量，“比如有的人经常换头像， 说明
此人内心情绪经常波动， 或者生活
中可能遭遇变故”。

提醒：有的头像讨人嫌

“微信头像有讲究，不能乱用。 ”
江西南昌 67 岁的周贵详坦言，自己
看到一些群友的头像， 心里会不舒
服，“那种用寸照的， 感觉就是搞传
销的或者骗人的。 ”前年，周贵详被
朋友拉进了一个“民族大业群”，“群
里号称要合力解冻帝王宝藏， 要求
群友统一使用红底的寸照做头像，
群友们都在自欺欺人”。

桂林微友“老陈”还有过因头像
问题遭“集体声讨”的经历。 “老陈”
喜欢看历史剧， 微信头像是一张乾
隆帝王照。在群里，有一次“老陈”因
为讨论与群友意见不一，对方说他：
“都什么年代，还把自己当皇帝？ ”不
明真相的群友也加入到争论中来：
“皇上说话就是横”“大家都是平头
百姓，说话和气点”……

记者在读者中开展了调查，大
家推选出了一些令人反感的头像：
1.冒用帝王、名人头像，会让人觉得
失真 ；2.黑白照 、红底寸照 ，前者给
人压抑感，后者易被人误会；3.凶猛
动物照片，显得为人不好相处。

（据《快乐老人报》）

“孩子气”可能是心病
你是否发现，父母年纪越大越“孩子

气”，俗称“老小孩”。心理学将其称为返童
现象，也称为“第二次儿童期”。

从积极方面看，这符合正常人的自然
心理规律，尤其是很多长寿老人主动寻找
童趣，对心理健康有一定积极意义。

如果老人过分“孩子气”，可能是一种
心病。这类老人总感觉缺少家人的爱和关
心，容易伤感，总为一点小事焦虑、痛哭流
涕，甚至抑郁。

临床发现，有些老人“孩子气”很可能
是由于某些疾病所导致的轻度认知损害，
即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阶段。 所以，家人不
要对老人的反常表现置之不理，否则容易
加重问题。 时间长了，老人会逐渐变得淡
漠、迟钝、情感失控、呆滞、食欲减退、睡眠
障碍等。 家人面对这类老人，要尽量多些
耐心与鼓励，必要时就医检查，尽早干预
治疗。 （吴剑钰）

《赞》
毛桂枝

扶贫攻坚正能量,
为民着想齐赞扬。

现在增添老龄化,
的确需要您来帮。

爱心工作您辛苦，

忠心感谢好姑娘。

阔步迈入新时代，

感谢政府共产党。

湖东领导打头阵，

各项工作上金榜。

河辖区作试点，

带动申城步步高。

全市百姓福围绕，

健康快乐过到老。

四季如春鲜花开，

呈现一派新面貌！

祖 孙 乐 事

提 神
小外孙虎子上小学二年级， 每天中午

要睡 1 个小时午觉， 然后我叫醒他送他上
学。 那天还未等我去叫他， 他已在看动画
片。我生气地说：“你还有时间看动画片？ 时
间那么紧。 ”

虎子说：“姥爷！ 您每天把我叫醒后，我
都是迷迷糊糊的，下午听课没精神。 我早一
会儿起来看看动画片，这叫提神，下午上课
也就有精神了。 ”

（河南郑州 李朝云 55 岁）

专款专用
一天吃过早饭， 孙女去上学时忽然问

老伴要钱，说是没有本子了。
老伴奇怪地问：“昨天晚上爷爷不是给

你了吗？ ”
孙女说：“那是爷爷给我的午餐费！ ”
老伴说 ：“你可以用多余的钱买本子

呀。 ”
孙女一本正经地说：“这怎么行呢？ 爷

爷告诉我要专款专用。 ”
（山西运城 王喜林 55 岁）

真生气了
4 岁的小孙子平日比较调皮，但每当我

装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说：“瑶瑶， 你再调
皮，爷爷可真生气了！ ”他就会老实起来。

那天，我和老伴为一点琐事争吵起来。
小孙子跑过来推着我说：“别吵了， 再吵我
就生气了！ ”

见我不听劝，小孙子又叫：“好呀爷爷，
你不听话我可真的生气了！ ”

（新疆哈密 汪小弟 63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