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饲养宠物可以丰富老人的日常
生活， 促进其身心健康。 需要提醒
的是， 老人要结合自己的身体和家
庭情况， 了解一些常识后， 慎重考
虑是否要养宠物。

由于老年人身体条件的限制 ，
老人要尽量养一些性格温顺、 比较
听话、 饲养简单的宠物， 如娇小又
乖巧的猫咪、 不需要太多运动的小
型犬或是活泼又聪明的玩赏鸟等动
物 。 犬类可以选择八哥犬 、 博美 、
吉娃娃等 ； 猫类可以选择波斯猫 、
英国短毛猫、 柯尼斯等； 鸟类可以
选择金刚鹦鹉、 八哥、 鹩哥等。

老人在遛狗时一定要牵着狗 ，
以免狗跑远了走失。 对于腰腿不太
好的老人来说， 遛狗时要格外小心，
不要让狗绳缠住自己的腿和脚导致
摔倒。 带狗出去散步， 最好选择安
静的场所， 因为狗在喧闹的环境中
容易烦躁和受惊， 不太好控制。 对
于患有呼吸哮喘类慢性病的老人 ，
可以选择养观赏鱼或无毛猫。

温馨提示 与宠物接触后， 注意
个人卫生清洁， 防止病菌传染； 使
用宠物专用食品饲养， 有利于延长
宠物的寿命； 尽量简单认知一些宠
物疾病， 定期为宠物做检查。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张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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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心飞扬 52岁

摄影作品《把春天推回家》

3 年前， 我被老干部大学聘
为兼职教授， 利用双休日时间到
大学为数百名老年学员讲文学课
和文史课。 疫情发生后， 我们的
课也停止了。 宅在家中半个月后，
一些学员担心课程被耽误， 纷纷
给我打电话， 希望我能想想办法。
我和几位校长商议后决定： 在网
上给学员们讲课！ 利用网络资源，
让宅家 “战疫” 的老友们足不出
户， 便能听到课、 学到知识。

事儿一定下来， 我们就分头行
动： 几位校长通知老年学员在家中
的电脑、 手机中下载安装 “钉钉课
堂软件”， 为上网课做好准备。 对
个别不会操作的老年学员， 则通过
电话让老人的子女们帮忙下载。 我
也把准备好的课件重新进行了整
理， 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 “真
经干货” 传授给学员。

一切准备妥当， 我们的 “网
课” 正式开始了。 真是出乎我的
意料， 第一节 “网课”， 学员的签
到率竟然达到了 99%。 有两位老
年学员当时正在住院， 也在病榻
旁支起了手机架， 躺在病床上听

课！ 老年学员的
热情参与和认真
态度， 让我很是
兴奋和欣慰。 第
一节网课我讲的是 《中国
古代战胜疫情之法》。 这
是一节很有意义的课程，
老年学员们听得很认真。 下课后，
学员们在 “留言区” 内拉开了话
匣子 ： “这堂课讲得太及时了 ，
不仅资料翔实， 让我们开阔了眼
界， 也增强了我们战胜疫情的坚
定信心 ， 谢谢老师 ！” “从古至
今 ， 中国都没有被疫情打败过 ，
我们坚信， 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会
把我们击倒， 中国必胜！”

一些学员还纷纷给我打来电
话， 提出了一些想法和建议。 根
据大家的需求， 我又对网课做了
一番调整， 增加了新的内容。 就
这样， 在宅家的近两个月时间里，
我先后给学员们上了 15 节网课。
这些网课， 既普及了抗疫的健康
知识， 又传授了文学艺术和历史
知识， 同时， 还向老友们介绍了
居家自我养生和保健的方法。 有

老年学员在 “钉钉课堂 ” 里说 ：
“真没想到， 活到 70 多岁， 居然
还能赶一回潮流 ， 上了网课 ！ ”
“我现在每天和孙子一样， 坐在电
脑前上网课。 我们搞了一个 ‘祖
孙比赛’， 看看谁听课更认真！”

还有部分学员给我打来电话
要求， 疫情结束后， 网课也不要
停止， 因为这种网络教学方式太
便捷了！ 的确， 有些老年学员因
为身体原因无法集中到课堂上去
听课 ， 通过网课可以坐在家中 、
躺在床上， 喝着茶水， 就学到知
识。 我和几位校长商定后， 决定
将把老年网课确定为一种固定的
教学模式， 让更多的老年学员足
不出户 ， 在网上就能学到知识 ，
愉悦晚年！

辽宁 钱国宏

老家河流交错， 鱼儿特别
多。 每年菜花开时， 就进入了
钓鱼的黄金时间。

爷爷是远近闻名的钓鱼能
手， 他常说， “一年四季钓鱼
都不同， 春钓浅滩， 夏钓潭，
秋钓荫边， 冬钓阳。” 可是说
起来容易学起来难， 我总是不
得要领。

有年回老家， 春分过后，
大地开始迅速回暖， 要不了几
天青菜就起苔开花， 地里的油
菜花也开了。 爷爷告诉我， 准
备好家伙去钩鱼了。 我不懂，
爷爷怎么把钓鱼叫钩鱼， 爷爷
说去钓就知道了。 天蒙蒙亮，
我们爷孙俩就起床了， 扛着钓
具一前一后往水库赶。 到了水
库， 爷爷指着库尾说： “我们
就在那边钓吧， 那里水浅， 水
温要高些。” 我应允着跟在爷爷
身后来到钓点， 只见波面平静，
似乎没有鱼。 爷爷看出了我的
猜疑， 轻声说： “快下竿吧，
哪有鱼浮在水面让你钓的。”

爷爷是老手， 三下五除二
就准备好了。 只听 “嗖” 的一
声响， 钓竿甩了一条漂亮的抛
物线后， 鱼饵就抛出去了。 我
也不甘示弱， 随即将鱼饵抛入

水中， 静等鱼上钩。 可是， 等
了好半天， 浮漂纹丝不动， 渐
渐地我失去了耐心， 再偷偷看
爷爷， 他眯着眼， 像一尊雕像
一样。 就在我不耐烦时， 爷爷
小声说着 “上钩了”， 只见鱼
竿弯成了一张弓， 很快一条活
蹦乱跳的大鲫鱼被爷爷钓上
了。 爷爷一边高兴地把鱼放进
鱼篓， 一边嘱咐我鱼群来了。
果然 ， 爷爷接二连三地上鱼
了， 我这边也毫不示弱， 我们
爷孙俩像比赛似的， 你方唱罢
我登场， 争相上鱼。 爷爷告诉
我， 这就是菜花鱼， 一来就是
一窝， 而且特别馋， 钓鱼就像
钩鱼一样。 我这才明白， 为什
么爷爷把钓鱼叫钩鱼了。

那天我们钓了几十条大鲫
鱼， 小点的都放生了。 爷爷还告
诉我， 菜花鱼可以从春分一直钓
到清明。 清明过后， 气温升高，
鱼儿慢慢向水深处觅食了， 就
得换长竿长线钓深水鱼了。

自从那次爷爷带我去钓菜
花鱼后 ， 我对钓鱼特别感兴
趣， 一根丝线， 一只细钩， 静
静的时光给生活增添了更多的
乐趣。

湖北 赵自力

和爷爷一起钓鱼

近日， 笔者偶遇同单位的一名
退休老同志 。 当问及退休生活时 ，
这位老同志连连摆手说 “老了 ，
老了 ， 不中用了 。” 据这位老同志
相告 ， 自从 4 年前退休以来 ， 每
天基本不出门 ， 就在家里弄点吃
的 ， 或看看电视 、 睡睡觉 。 笔者
听了 ， 忍不住建议道 ： “切莫轻
言老。”

眼下， 有不少人一到了退休年
龄 ， 就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 于是 ，
退休之后， 整天宅在家中， 把自己
封闭起来。 结果， 没几年， 精气神
慢慢地没了， 人显得老态龙钟， 一
些毛病也慢慢地上身了。 其实， 退
休了 ， 更应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 ，
要保持退休前的精气神， 还要多交
友、 多参加文体活动。

著名画家张大千曾写过一首打
油诗： “八十不稀奇， 九十多来兮，
百岁笑眯眯， 七十还是小弟弟， 六
十睡在摇篮里。” 可见， 老年人的心
态很重要。 如果能拥有 “人生七十
才开始” 的乐观心态， 那么自然会
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活力不减当年。
相反 ， 倘若张口闭口 “我老了 ”
“不中用了”， 在这样消极的心理暗
示下， 会真的使自己更早地步入衰
老行列。

如何面对变老， 笔者认为， 一
方面 ， 要学会做一名 “潮老人 ” 。
让自己始终保持时尚 、 新潮的状
态， 对新鲜事物保持好奇， 有一颗
好学的心。 另一方面， 要学会从容
地面对 “老 ”。 能够体会变老是人
生的一个自然过程、 必然阶段， 同
时 “老” 也代表人生经验与智慧的
累积。

浙江 叶金福

切莫轻言“老”迷上云 课 堂

老人养宠物
应考虑身体情况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宅在家里，
我和老年大学的学员们因地制宜， 上起了
网课， 丰富了生活， 受到大家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