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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投稿邮箱：jiating@laoren.com

岳父岳母家风好

三连襟中老大郎丰高
80 岁，老二刘佃福 78 岁，
老三邓开吉68岁。

在郎丰高看来，三连
襟关系亲密，和岳父岳母
的家风家教有关系。其
实，郎丰高的岳父岳母并
非原配夫妻，两人各带着
一个女儿组成新的家庭，
后来又生了三女儿。不管
是不是亲生，岳父岳母对
三个女儿都一碗水端平，
所以三个女儿关系亲密，
大家庭非常有凝聚力。

郎丰高说，两位老人
对 3 个女婿同样关怀备
至，岳父曾教导他们：“你
们仨是一担挑，又称连襟，
连襟连筋，打断骨头连着

筋。你们仨要团结一致，
亲如兄弟，互相尊重，互相
帮衬，同心同德，像一家
人。”在郎丰高看来，岳父
从家庭、人生、道德、健康
等多方面给予了他全面的
教诲，比父母几十年的言
传身教，都深刻有效。

互帮互助几十年

在岳父岳母家和谐的
氛围里，郎丰高和两个连
襟也相处融洽。郎丰高
夫妇是优秀教师；刘佃福
擅长种菜，也善于经商；邓
开吉 经 营 果 园 ，勤 劳 俭
朴。三个小家庭都努力过
好自己的小日子，一家遇
到困难另外两家一定尽全
力相助。

邓开吉家有一年出了
变故，欠下巨债。郎丰高
常资助他们，拆迁款也不
吝拿出来。最让郎丰高难
忘的是，1998 年他在老家
盖房。开工那天，两个连
襟都一早赶来帮忙，一帮
就是 20 多天。两个人体
谅姐夫年纪大些，比郎丰
高还操心卖力。连工头都
说：“您这娘家人真能干、
真实在，真让人羡慕。”

年节生日经常聚

如今，虽然岳父岳母已
去世多年，郎丰高三连襟过
生日、过节还经常聚会。酒
后茶闲之时，他们爱玩几盘
扑克，三连襟一组，就像三
胞胎，事事想到一块，配合

相当默契，屡战屡胜。
随着年岁的增长，三连

襟互帮互助，共享天伦。郎
丰高家大门外有个小菜园，
刘佃福、邓开吉常来帮忙栽
种。吃不完的小菜，郎丰高
都会分给刘佃福、邓开吉。
刘佃福、邓开吉也常常给大
姐夫送来牛奶、鸡蛋等生活
用品，帮助大姐夫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

说到相处之道，刘佃
福、邓开吉说：“大姐夫不
以老大自居，平易谦和，有
事平等协商，处处为人师
表，待俺俩胜过亲弟弟。”
三连襟总结说：“我们确实
做到了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一家有事全去帮，
一家有物几家享，相处得
毫无隔阂，其乐融融。”

三连襟亲如兄弟几十年

春节期间，吉林的彭
女士和一众亲戚到长春舅
舅家聚会，近 20 口人住在
80 平方米的房内，他们不
仅在客厅打起了地铺，就
连厨房都安排上了。不少
网友感慨，这是曾经过年
的回忆。

彭女士分享在社交平
台上的视频显示，一间屋
内的榻榻米上睡着四个
人，另一间屋内睡了三个
人，还有多人在客厅沙发
上或者打地铺休息。此
外，狭小的厨房内也“挤”
进了一个人，只见一名体
型微胖的男子光着膀子，
正躺在用椅子拼成的简易

“小床”上玩手机。不少网
友见到这样的场景，感叹
氛围真好，纷纷回忆称这
是小时候过年的样子。也
有网友不解：为何不就近
找宾馆入住？

2 月 17 日，彭女士介
绍，她和一众亲戚正月初
四到舅舅家拜年，原本准
备下午就开车回去了，但

舅舅一家极力挽留让歇一
夜。于是，当晚近 20 口人
就住在了一起，她的妹夫
干脆睡在厨房的拼凳上。
对于网友提出的疑惑，彭
女士笑着解释说，当天来
的亲戚不少在长春都有
房，并不是没地方住，只是
大家都喜欢这种氛围。

“今年是我舅舅、舅妈
第一年搬进城里的楼房，
以前他们住在农村，每到
春节，几十口人都是这样
住在一起，那时候在炕上
睡成一排。”彭女士称，当
天晚上，近 20 口人住在两
室一厅的房子里，也并没
有感到很挤，“大家唠嗑唠
到半夜，这种家人过年在
一起的感觉很温暖，和小
时候一样”。（摘编自极目
新闻）

编辑插嘴：过年图的
就是一个热闹，一家人开
开心心坐一起吃个饭，聊
聊天，联络一下感情。至
于如何聚集一起，方式方
法大家能接受就好。

家庭大聚会，厨房都铺了床
春节前夕，陕西西安

的刘亚婷被 26 岁的女儿
王婕“夺了权”——看着父
母置办的瓜子、腊肉等传
统年货，王婕跟父母开了
口：“你们把‘过年主理人’
的位子传给我吧，年货我
来办，年夜饭我主导，我再
带你们去玩点新奇的。”眼
下，有许多像王婕一样的
年轻人，登上家庭舞台“C
位”，接棒“过年主理人”，
用自己的方式过一种很

“新”的年。
刘亚婷放手后，看着

女儿一直没有出门采购年
货，家里的快递却一个接
着一个，忍不住问：“你都
买了些什么？”面对父母的
疑惑，王婕打开一个个快
递盒，里面不仅有红枣黑

芝麻丸、颈部按摩仪等健
康产品，还有洗地机、扫地
机器人等智能家电。“过年
买的东西都应该叫年货
嘛！健康产品让身心愉
悦 ，智 能 家 电 能 解 放 双
手。”王婕说，春节假期是
难得的休息时间，给身心

“放个假”最重要。
春节“重头戏”——年

夜饭，对于“过年主理人”
而言，是一展身手的好时
机。27岁的杨浩从澳大利
亚留学回来，今年是他回
西安过的第一个春节，他
主动向家人提出年夜饭由
他掌勺。他准备了一顿中
西合璧、有“新”意的年夜
饭，连菜名都别出心裁：香
橙片配上盐焗鸡翅就成了

“橙心如翼”，白菜包裹肉

馅取名“百财聚来”，将草
莓、蓝莓、树莓浇上沙拉酱
就叫“莓有烦恼”……

除了自己一展身手，
不少年轻人也希望给父母
整点“洋活儿”，带父母领
略更多的美食。江苏南京
的张婷婷准备了新西兰带
骨羊腿、加拿大波士顿龙
虾、智利帝王蟹等进口年
货，还在网上下单了佛跳
墙、黄焖甲鱼等家里很难

“出品”的预制菜，力争让
年夜菜整出新高度。

对于儿女想做“过年
主理人”，父母们大多乐享
其成，就像张婷婷的父母
说的：“小孩对过年总算有
参 与 感 了 ，我 们 赶 紧 交
权！”（摘编自《陕西日报》

《金陵晚报》）

您家谁是“过年主理人”

大年初二，山东省临朐
县平均年龄超过75岁的三个
连襟郎丰高、刘佃福、邓开吉
像往年一样，带着儿孙团聚在
一起。三连襟一起谈谈新闻，
聊聊家务事，打打扑克，其乐
融融。相处四五十年，他们从
没红过一次脸，情谊至深，亲
如兄弟。（本报记者武维利）

三连襟及三姐妹合影。
中间是老大与爱人，左边是老
二，右边是老三

“多功能”老伴

如 今 已 近 八 十 岁 的
我，日常生活中，除了赖以
生存的一日三餐都由老伴
来打理，还有很多事情也
需要他的付出。

出门去公园散步，需要
过一条双向四车道的柏油
马路，特别是在洒水车洒过
后，我望而生畏，唯恐跌倒，
不敢向前迈出半步。这时
老伴就成了我的“强力拐
杖”，助我平安走过可能因
湿滑而跌倒的道路。

由于我耳朵背，手机

装在裤子口袋里，听不到
来电的铃声，老伴提醒我：

“来电话了！”我拿出手机，
放在耳朵旁往往也听不清
对方说什么，这时老伴就
主动取代了我的“耳朵”，
他边听边传给我，再当做
我的“传声筒”，把我说的
话及时传送给对方。

我想写点东西时，提
笔忘字已成了家常便饭，
字典翻弄半天往往还找不
到所需要的词语，老伴就
成了我随时可用的“活字

典”。他完全记得的字，会
脱口而出。此外，只需他
提个线索，就会激发我脑
海中的字库，很快就能想
起来。

疫情肆虐期间，我不
敢出门理发，老伴拿起剪
刀给我剪头发，居然也有
模有样。恰巧被邻居瞧见
了，问我：“上哪理的发？”
我 说 ：“ 自 家 理 发 师 理
的。”他惊讶地说道：“您
老伴还有这一手？”（重庆
陶诗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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