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大叔的老伴因病离世
时，他尚未退休。待他解甲而
归，楼下开旅馆的王老哥劝他再
寻个伴儿。彼时61岁的张大叔
表示再“过渡过渡”，王老哥替他
急了：“还过渡啥呀？！都过去五
年了还过渡！若有合适的赶紧
找，培养培养感情，老了也好相
互有个依靠。”

劝说有效。过了些时日，
张大叔告知王老哥：“如今有这
么一个人，只是比我还大上一
两岁。”王老哥回应道：“只要人
不错，大一两岁不算啥。”择日，
张大叔将王老哥邀至家中，当
然女人也在。桌上早已泡好
茶，还有几道岛城名吃。

女人在厨房又忙活一会才
出来，善面亮眼，知性且温和。
三人边吃边谈。对于他们再婚，
双方的孩子态度一致，都赞成。
张大叔有个儿子，女人则有个女
儿，都不索要他们的钱，而且俩
孩子的孩子也都上学了，无需他
们照看。那女儿对张大叔说：

“我别无所求，只要你对俺妈
好，只要俺妈觉得幸福就好。”

王老哥有备而来，试探着
与女人聊起婆媳关系。女人言
道：“若想让他人对你好，你得先
对他人好。婆媳、丈母娘与女婿
皆是如此。我对我女婿比对女
儿还好，女婿打趣说我是有目的
的，说我对他好，他才会对我女
儿好，否则他就枉为人了。”接着
又聊了一会儿处理亲戚朋友间
人情往来之事，仅聊了十几分
钟，王老哥便悄悄告诉张大叔：

“这个人行，很不错！是个正儿
八经会与你过日子的人。虽说

比你大一两岁，可看上去比你显
得还年轻。你抓紧吧。”

或许缘分使然，老张和女
人真就成了。俩人心之所向：人
生旅途中互相帮助提携，吃得香
玩得爽，开开心心过好后半生。

老张爱干净，尤爱刷锅底、
清洗油烟机。家里的物件都如
同新买的一般。女人也被带动
得更加干净利落了。

而女人的爱好比老张丰富
许多，喜欢弹琴，爱摄影，好旅
游，老张便陪着她一同“陶冶情
操”，“生命在于运动”。总之，
一个人喜欢做某事，另一个人
也不扫兴，都具有团队合作精
神。他们每人每月把五六千块
钱并在一起花销，除去吃饭等
日常开销和人情往来的费用，
剩余的都存起来以备养老。

两人都有房，不存在以后
居住权的问题，除了房子，老张
也并无多少婚前财产。

孩子们不但不要他们的，还
经常往这送。他俩对双方的后
辈一视同仁，当然，如果他俩愿
意，多给谁了另一方的孩子也不
会计较。就这样，两家老有老样，
少有少样，和谐共处。不知不觉，
两人在一起已有七年之久。

也许，这便是门当户对的
婚姻吧！若一方太过有钱或者
年龄差距过大，麻烦便会多一
些，心态会有所不同。

最要紧的是：老张是个讲卫
生、爱做家务的好男人。这样的
男人，哪个女人不稀罕呢？绝
大部分女人不找老伴，是因为
受不了他们的男人味：烟味、酒
味、臭袜子味，大男子味……

旗鼓相当黄昏恋 张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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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

国庆出游警惕
这种传染病

9月为我国
登革热高发月
份，多地已进入
登革热流行季
节，又逢“国庆”
来临，多地疾控
提醒大家：提高
警惕，做好防蚊
工作，谨防感染
登革热。

登 革 热 是
由登革病毒引
起的急性传染
病 ，通 过 伊 蚊
（花斑蚊）叮咬
在 人 群 中 传
播。人与人之
间不会直接传
播。所以不被
叮咬就不会得
登革热。登革
热高发季节为
夏秋季，一般自
5月份开始逐渐
增多，8—10 月
份为发病高峰
期。

发烧（可达
39℃）：发烧是感
染登革热之后
最常出现的症
状，并感觉十分
疲惫，有时还会
出现厌食、恶心、
肚子疼、腹泻等
症状。

“三痛、三
红”：头痛、眼眶
痛（感觉眼睛冒
火）、全身肌肉
骨关节痛（腰酸
背痛），以及面
部、颈部、胸部
潮红。皮疹：发
病第 3~6 天时，
有的患者会在
面部和四肢出
现皮疹、发痒等
症状，3~4 天后
消退。出血表
现：个别病例在
发烧 5-8 天后
出现流鼻血、牙
龈出血、月经过
多、皮下出血、
尿 血 等 表 现 。
发病后要注意
休息，注意防蚊
隔离（使用纱门
纱窗和蚊帐）。
退热以物理降
温为主。退热后
仍然存在病情
恶 化 的 风 险 。
一旦出现腹部
剧痛、持续呕吐、
皮肤红色斑点、
等症状，应立即
返回到门诊或
急诊。 姬薇

婚姻观察 婚姻故事

在传统观念中，婚姻
被视为人生的必经阶段。
对父母而言，子女的婚姻
大事往往牵动着他们的心
弦。然而，近年来，随着结
婚率与生育率的下降，一
个显著的现象是，新一代
老年人对于子女婚姻的态
度正悄然发生着变化。50
后60后的人开始以一种更
加成熟和理性的视角审视
子女的婚恋观。他们不再
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视为不可动摇的铁律，而
是更加注重子女的个人感
受。“只要孩子过得好就
行”，采访中，记者听到的
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职场女性把35岁看作
结婚与否分水岭

张女士今年 31 岁，青
岛人，在上海读完大学后回
到青岛就职。或许是因为
在上海大城市“见多识广”，
或许是一直没有遇到合适
的人选，张女士参加工作已
有7年，虽然也有谈过恋爱，
却迟迟不见有结婚的打
算。张女士的母亲也曾像
其他家长一样，催问过她

“什么时候考虑结婚”，但均
被张女士拒绝回答。催问
的次数多了，母女间的感情
也多少受了些影响。“我们
住一套房，她自己住另一套
房，母女关系好的时候，女
儿经常回来吃饭，有一段
时间和我们关系紧张，回

家的次数都少了。后来想
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
生，只要她乐意，我们不再
干涉了。只希望她还是能
经常回家来吃吃饭，聊聊
天。”其母在电话里告诉记
者，自从想通了这件事，她
和女儿的关系也好转了。
每到过节，只要女儿有时
间，就会陪着老两口出去旅
游，全家人其乐融融。“不能
提结婚，一提就气氛紧张。
与其这样，不如尊重她。国
庆放假，我们一家三口已经
做好自驾游的准备。”

张女士是真的从来没
考虑过结婚的事吗？她私
下里告诉记者，“其实我也
有考虑，但不想将就，所以
还在观望。也许35岁之前
我会做出决定。”

女大学生提前给父母
打预防针“别催婚”

小姚是一位在校大学
生，虽然她还未到婚嫁的
年纪，但却在一上大学时
就给父母提前打了预防
针，“老爸老妈，你们可千
万别催婚，我已经做好一
辈子不结婚的准备了”。
对女儿的这句话，姚父把
其当成了“小孩不懂事的

‘戏言’”，姚母却多了几分
思考，“我会想一些技巧或
合适的方式方法，引导女
儿对婚姻有正向的态度，
但并不着急”。

小姚之所以年纪轻轻

就对婚姻产生了抗拒心
理，源于她对当下离婚率
不断高涨的事实研判。现
实中，类似小姚有这种想
法的年轻人有很多。打开
小红书APP，这个以90后、
00后为主要用户群体的手
机软件上充斥着各种“不
婚不育保平安”的帖子。
内容大多是讲述婚姻中的
负面体验，经同龄人点赞、
转发后，形成一种观念的潮
流，影响着今天的年轻人。

婚恋教育，要用技巧，
更要用身教

针对如今部分年轻人
不婚不育的婚恋观，姚女
士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社会环境，作为家长，对
子女的婚恋教育，最重要
的就是身教，经营好婚姻、
经营好家庭，在孩子面前
做好表率。”除此之外，上
一代人还应注重言传，在
适当的场合，与子女分享
婚姻中的甜蜜与挑战，教
会孩子如何建立健康的亲
密关系，理解责任与担当
的重要性。“甚至还可以引
入专业的婚恋教育课程或
讲座，鼓励孩子主动学习
婚恋知识，增强他们的情
感认知与处理能力。最终
目的，就是让年轻人明白，
婚姻与家庭是人生中宝贵
的财富，值得用心经营与
珍惜。”姚女士坦陈自己的
看法。 记者 王丽洁

子女不结婚，“新老人”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