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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送来吉他 孙子教乐谱

七旬老太爱弹流行曲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
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
……”当天，李继爱老人在家中，
坐在沙发上，拿出心爱的吉他试
好音。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李
继爱老人一边弹奏，一边开心地
大声唱着，指法非常熟练，就这样
一曲好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让
倾听者不禁鼓掌。“我就是唱着高
兴，纯属业余水平！”李继爱谦虚
地说，她弹吉他确实没有找专业
老师教，都是靠小孙子指点，然后
自己琢磨。因为年轻时工作很
忙，业余时间很少，就是喜欢乐器
也没有精力和金钱去追求。

弹奏过后，老人不停地用干
净的棉布擦拭着自己的吉他，这
把吉他，是两年前女儿花了 1000
多元买给她的礼物。“我从烟厂退
休后多年一直没事干，就和家里
人说，想学个乐器。”李继爱说，家
里人建议她学个笛子、二胡什么
的，可她在欣赏乐器表演时，早已
喜欢上了吉他，第一次看见孙子

弹奏时，她就觉得特别不一样。
之后，孝顺的女儿毫不犹豫

地买了一把吉他送给她。从此，
李继爱每天把吉他当成宝贝一
样，研究指法，琢磨唱歌，从拨单
根弦、弹单音练起。“我根本看不
懂乐谱，都是孙子教的，我记性不
好，要弹个几十遍才能学会。”老
人说，她每日独自在家研究，功夫
不负有心人，现在她已掌握了吉
他的弹奏技巧，她会弹的曲子既
有流行歌曲也有中老年人喜欢的
歌曲，像《在那遥远的地方》、《橄
榄树》等。

现在老人只要有时间，每天
就在自家的院子里自弹自乐，享
受夕阳红的快乐。“我还是个初学
者，会弹的曲子不多，以后我争取
学会更多的好曲子，弹给大家
听！”李继爱笑着说，能圆年轻时
的梦她很满意，只要有时间和精
力，她就会一直弹下去。

（记者 王晨曦 文/图）

晚报讯（记者 王晨曦 通讯
员 颜文）日前，市中区文化路街
道办事处联合慈善组织中国狮子
会青岛行之服务队开启关爱AD
老人防走失仪器捐赠仪式，面向
全社会相关人群提供服务。

AD症学名阿尔茨海默病，又
称老年痴呆症，其临床表现为认
知能力下降、行为异常以及日常
生活能力降低。社区街道工作人
员把这些仪器发给了最需要它的
老年人。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由于仪器中置有GPS芯片，老人
带上这种仪器后，每隔半个小时，
仪器都会向软件发送老人的位置
信息，了解老人的实时动向。

龙凤社区四村居民宋奶奶就
是本次捐赠中一位获益老人，几
年前宋奶奶老伴过世，老人身边
只有女儿常年陪伴，四年前老人
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逐渐变得
不认识亲人，人也时而清醒时而
糊涂，搞不清自己饿不饿，有没有
方便需求，除此之外还患有轻微
脑梗、心脏病。老人的女儿张女

士已经退休，在家长期照顾老人，
整个人都完全“拴”在老人身边。

尽管照看如此仔细，有一次
宋奶奶还是迷迷糊糊地走出了家
门。张女士发现时已经遍寻不着
母亲的身影，吓得她赶紧寻求社
区及邻居的帮助，后经多方帮助
才将老人寻回家中。从此以后，
张女士更是不敢让母亲离开自己
的视线，生怕母亲再次走失。而
此次捐赠的防走失仪器正是针对
这一情况，该仪器具有GPS定位
功能，能够有效防止老人走失。

家住薛城区广泰花园小区的
居民张女士，去年生下了可爱的
女儿，如今张女士又被母亲逼着
生二孩，这让张女士和老公很为
难。

张女士母亲的这种观念还是
源自多年来的遗憾。据张女士介
绍，父母一生育有张女士和姐姐
两人，虽然两位女儿从小到大都
很乖巧懂事，但是在母亲心中，她
一直想有个儿子。这个遗憾一直
让母亲很是郁闷。这么多年来，
母亲常常对张女士说结婚之后一
定要生个儿子，儿女双全最好。
姐姐头胎生了个大胖小子，张女
士生了个女儿，所以在母亲看来，
还是觉得张女士没有儿子很遗
憾。

这不，孩子刚刚满周岁，张女
士就被母亲催促了。“这三天两头
地给我灌输思想，让我们生二
孩。”张女士说，“可是我们有我们
的计划，只要是孩子健健康康的，
一个就够了。”张女士怎么和母亲
沟通，母亲的思想就是不改变，坚
决要求张女士生二孩。

因为婆婆家对于孙子孙女的

要求并不高，所以对此事，婆婆那
边一直没有意见。令小两口没有
想到的是，张女士的母亲竟然找
到了她的婆婆，让她的婆婆做张
女士工作。来自娘家和婆家的压
力让张女士感到有些窒息。“且不
说，孩子多了抚养的质量就下降
了，就说是如果我们打算生了，再

生个女儿，母亲的观念还在，一样
还得催我们要个男孩，这样下去，
很难收场。”张女士郁闷地说道。
最近张女士都不敢回娘家看母
亲，看到母亲的电话也不敢接，一
家人都为这件事斗起了气。

（记者 董艳）

老人希望儿女双全 张女士认为一个就好

生不生二孩 小夫妻压力大了解实时动向 不再担心走失

社区发放定位仪关心老年人

在滕州市兴工街社区，有位名叫李继爱的居民，今年

76岁，爱好弹吉他多年。她能弹唱十多首歌曲，弹曲韵

味十足，曲声悠扬。

赶紧要小二

“点点鼠标就能买东西，而且
比市场上还便宜。”近日，家住市
中区立新小区的许大妈可谓是忙
得不亦乐乎，她现在迷上了网购，
相信再过一段时间，她肯定会亲
自上阵。18日，许大妈的女儿小
萍告诉记者，她喜欢网购，每次淘
到好东西，都会和母亲分享。久
而久之，许大妈也觉得网上购物
既便宜又省事。在女儿的帮助
下，许大妈在淘宝上注册了一个
账号，开始了她的网购之旅。

今年 6月份，许大妈发现总
有快递员往家里打电话，就问女
儿小萍怎么回事儿，原来这都是
小萍买的，平时在单位收快递不
方便就让快递送到家里。“从那以
后我妈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并
在我的帮助下，买了一条裙子。
没过 3天就收到了，裙子质量不
错价格也便宜。从此我妈妈就迷
上了网购。”小萍说。从第一单成
功买了裙子后，许大妈一发不可
收拾，日用品、服装都没少买，现
在还帮楼里的邻居网购。和许大
妈一起跳舞的陈阿姨也在她的带
动下，加入了网购大军。

自从许大妈学会了网购，现
在经常在小区里给和她年龄差不
多大的中老年人“讲课”。许大妈

将网购的步骤和技巧教授给了邻
居们，并不时将自己网购到的商
品向大家展示。久而久之，小区
内其他中老年居民也觉得网上购
物既便宜又省事，邻居宋女士便
在许大妈的帮助下完成了网购第
一单。“许多社区阿姨在完成第一
单网购后，都感受到了网购的魅
力，现在不少人都开启了网购生
涯。”小萍说。

虽然不少社区中老年人热衷

网购，不过网购支付环节中，注
册、验证、绑定、充值等大量繁琐
操作和复杂流程，却导致网购在
中老年群体中遭遇“瓶颈”。不少
老年人称，网络购物让他们在家
中享受了不少便利，不过现在网
上行骗的太多，特别是一些已经
上了年纪的老人，总会担心网上
支付会被骗，所以他们宁愿选择
更为安全的支付方式。

（记者 苏羽）

“点下鼠标就能买东西，价格也便宜”

年末大妈网购也疯狂

眼下，网购作为时兴的购物方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

属。不少社区中老年人或亲自上网淘宝，或在子女的帮助

下，加入网购大军，为生活增添不少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