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生健康4
做好几件小事
新年更健康

要 想 身 体
更健康，并不需
要大动干戈，也
不需花多少钱，
只需生活习惯上
的一点小调整。

早餐吃得
早一点 “早餐
吃得早，疾病不
来找”，2023 年

《国际流行病学
杂志》刊发的一
项超 10 万人的
研究发现：与早
晨8点前吃早餐
的人相比，9 点
之后吃早饭的
人患上2型糖尿
病的概率更高，
高出59%！

抽点时间
晒太阳 现代
人大多数忙于
工作和生活，早
出晚归，要“学
会晒太阳，向天
借阳气”。山东
省淄博市中医
医院副主任护
师沈玉君 2024
年在家庭医生
报刊文介绍，要
多给自己创造
一些晒太阳的
机会，特别是光
照不强的冬季
经常在室外晒
晒太阳，有助于
增强人体阳气。

每天要多
笑一笑 “笑一
笑 ，十 年 少 ”，
2022 年 8 月，发
表在《衰老》期刊
的一项研究显
示：孤独、恐惧、
抑郁等负面情绪
对衰老具有显著
加速作用。

午餐吃得
慢一点 《国际
肥胖杂志》发表
的一项研究发
现，长期进食速
度快的人，患有
代谢综合征的
比 例 为 11.6%
⑤。而另一项
研究则发现，增
加咀嚼频率，减
缓进食速度，可
以减少2型糖尿
病的患病率。

多一点全
谷物 慢性炎
症被认为与多
种疾病有关，而
主食上做一个
小改变，就有助
于降低这种风
险。

儿子28岁结婚，30岁
生小孩。一有了孩子，小
两口的经济负担就加重
了，又要还房贷，又要买
婴幼儿的各种所需。那
时我的退休金每月涨到了
5000 多元。于是，我每月
支援儿子儿媳 3000 元，自
己留 2000 元够吃够花就
行。一方面是心疼年轻人
养育孩子不容易，另一方
面也希望能继续帮他们减
轻经济负担。孙子出生
后 ，我 和 亲 家 轮 流 帮 带
娃。后来我身体有些不
适，就减少带孩子的次数
了。每月给他们 3000 元，
多少也是我的一份心意
吧。对儿子媳妇的付出，
我不求回报，只希望我能

和儿子一家相处好，甜甜
蜜蜜，和睦和谐。

周围的朋友听说我每
月要给孩子 3000 元，都表
示不理解，认为我太惯着
孩子了。还有的认为，哪
天我要是不给了，儿子媳
妇 肯 定 会 变 脸 ，对 我 不
好。听了这些闲言碎语，
我有时也扪心自问：这么
做到底对不对？是该和儿
子媳妇在经济上一刀两
断，各过各的？还是继续
这样让他们“啃老”？实际
上，我也说不好。但当夜
深人静我独自一人躺在床
上时，有另一个声音会对

我说话：爱孩子是为了求
回报吗？他们经济上有了
难处，我难道不该帮忙？
他们对我有不孝顺吗？这
些问题萦绕在我脑中，答
案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
加明了：爱孩子不是为了
求回报；他们有了难处，我
能帮就一定要帮；他们对
我至少目前是孝顺的。

想通了以后，我不再
纠结。还是每月领了退休
金就把3000元打给儿子。

然而，生活总是在不
经意间展现出它最动人的
篇章。儿子 35 岁生日那
天，我们全家人去饭店给

他庆祝完以后，他在回家
的路上，悄悄对我说：“妈，
你以后不要再给我转钱
了。我现在赚的钱够花，
有她（儿媳）管钱，比原来
好多了。你年纪也大了，
退休金留着养老吧。这么
多年，你在我身上花了不
少钱。我觉得对不住你。”
听罢儿子的话，泪水在眼
眶里打转。那一刹那，我
知道儿子真的长大了。他
学会了责任与担当，更懂
得了回馈与感恩。

都说真正的教育是
“静待花开”。那一刻，我
终于等来了“花开”。我也
懂得了，爱，就是放手让孩
子飞翔，同时也在心底默
默守望与等候。

儿子终于不再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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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35岁那年终于不再啃老

一般来说，子女18岁就应该逐渐“自立”了。退一步，
到了22岁大学毕业，或25岁硕士研究生毕业并找到工作
时，也应自立了。然而，对72岁的乔玉珍而言，她的儿子
是个例外。从18岁参加工作，直至35岁结婚三年后，儿

子才真正实现财务独立，不啃老。不过，当她向记者谈及
儿子的“啃老”生活时，并没有太多的生气或抱怨。相反，她
以一种全然接纳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近日，她向记者
讲述了与儿子之间的这段财务纠葛与温情并存的故事。儿子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

早早参加工作了，但他的职业生涯
却总是充满了不稳定，这里干几
天，那里干几天，始终没有一份长
久稳定的工作。结婚前，他从事时
间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医疗
器械公司干销售。然而，即便如
此，他的收入也总是捉襟见肘，难
以满足日常开销。

我的婚姻在儿子上初中时因丈
夫出轨而解体。那时，丈夫将房产
与存款都留给了我和儿子，而儿子
也被判给了我抚养。由于没能给儿
子一个完整的家庭，我心里一直觉
得亏欠儿子。为了弥补这份缺失，
我在零花钱上总是尽可能地满足
他。然而，这种做法却无意中让儿
子养成了大手大脚、不懂节约的消
费习惯。对他而言，钱花完了就问
母亲要，仿佛成了一种理所当然。
这种在经济上弥补儿子的心态也从
另一方面“害”了他。和他同龄的几
个朋友，人家结婚时，多多少少都攒
了不少钱，只有儿子结婚时兜里还
是没存下几个钱。可等我意识到这
个问题时，再想纠正就难了。

对我而言，还面临着一个问题
是：离异后我和儿子相依为命，母
子感情一直都很好，如果我批评
他，想让他改掉“乱花钱”的习惯，
就会冒着和儿子感情破裂的风
险。我已失去了丈夫，不能再失去
儿子。想来想去，两害相权取其
轻，我选择了继续给儿子零花钱。
我内心也知道，这其实是在一定程
度上“纵容”儿子。不过，从我意识
到这个问题开始，也在不断地思考
着如何找到一个既能让他意识到
自己的问题，又能不伤害母子感情
的解决方案。

我和丈夫在东北生活
了十多年，离异后我独自
一人带着儿子来到了青
岛，后在黄岛安家。儿子
的性格遗传了我的一些特
点：譬如待人大方，舍得花
钱。这在家庭理财上是明
显的缺点，但在社会交往
上却也是一个优点。他的
朋友都愿意和他交往，因
为都知道和他交往不吃
亏。所以在儿子找女朋友
这件事上，基本不用我操
心。儿子虽然没攒下什么
钱，但和女孩子相处，从来

不 抠 搜 ，舍 得 给 对 方 花
钱。这一方面导致他经济
上不宽裕，钱不够了就问
我要，但另一方面他很招
女孩喜欢。

看到儿子找到了心仪
的女朋友，我为他高兴。心
想，儿子虽然没钱，但知道
对女朋友好，女朋友也跟他
一心一意过日子。儿子能
找到这样的媳妇我该知
足。为了给儿子结婚，我几

乎拿出了所有积蓄，帮他们
付了房款首付。儿子也贴
心地对我的付出表示感
谢。儿子不仅对媳妇好，对
我也特别好。每当遇到节
假日，我的生日，他都会给
我买礼物。实际上，在经济
上我不需要儿子给我买这
买那，只要他能早一天自
立，不再啃老，我就知足
了。但儿子的消费习惯一
时间也很难改变。

幸运的是，儿媳妇自
从嫁到我们家，对儿子的
消费支出担负起了管理责
任。儿子每月赚的钱都交
给儿媳妇管理。儿媳除了
给儿子一定的零花钱外，
其余的都存起来。原本我
想给儿子改掉乱花钱的习
惯，如今老天派来了儿媳
妇给他改。儿子爱老婆，
老 婆 的 话 他 不 敢 不 听 。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自此，
儿子大手花钱的习惯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儿媳妇替我管住了儿子

记者 王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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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异家庭背景
导致儿子花钱大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