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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里的趣味人生

重庆奶奶两年多写80余万字养老日记
写日记是很多人的习惯，重庆南岸

区的一家养老院里，就有一位84岁的老
奶奶汪培芙，坚持用日记记录她的晚年
生活。两年多的时间里，她把在养老院
里的所见所感，生活中的所思所想都写
了下来，总字数超过80万。汪奶奶的日

记，平实的文字里充满了生活趣味，轻
松的笔调中蕴藏着温暖的力量。

一台平板电脑，一间安静的小屋，
每天，汪培芙都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写
日记。一日三餐，身边同伴，都是她的
写作素材。

轻松的笔触、风趣的描绘，在汪培
芙的日记中处处可见，题为《镜子》的
篇章，记录了她和养老院一位 90 岁老
人的对话，“我问她究竟多少岁知不知
道？她很干脆地回答我不知道，而且
告诉我，这些事我都是交给娃儿来
管。我又问她娃儿有多大？她说我有
多大都交给他们管，我还管他们多
大？让他们自己去管。实在太妙了！
我恍然大悟，原来长寿的秘密，竟然是
忘记自己的年龄。”

汪培芙写道：“我觉得一下就悟了，
我一下子就觉得有道理，正因为她忘记
了她好多岁，也不知道什么叫生，也不
知道什么叫死，就这样过，所以她保持
永远年轻。”

“能够给别人一点启示，我觉得就
达到我的目的了，写日记实际上是对自

己的修炼，我现在就学会怎样从牛角尖
里面退出来。”她这样说。

在养老院生活，老人们难免会有一
点小摩擦，汪培芙有一篇日记，就讲述
了她和王婆婆，因一点小事儿而发生的
不愉快。“怄不怄气，不在于这句话的重
量，而是听话人的心情，心情不好时，把
一句好话理解成坏话，心情好时把别人
骂你的话，理解成好话。”

王婆婆得知这段往事被写进了日
记，一时有些哭笑不得。王婆婆接受采
访时表示，“不生气了，不生气了，生什
么气，那一句话，就是当时那一下子，过
了就算了，过了就没有什么。”

汪培芙也说，“我通过写，把以前很
不好说的话说出来了，这个盖子也就揭
开了，一敞开就敞开了，真的是敞开了
心扉。”

从截取出来的这几段文字，就能
感受到汪奶奶的幽默和对生活的细致
观察，读起来很是有趣。汪培芙的儿
子把母亲的日记陆续发到了朋友圈，
没想到读者越来越多。追更汪奶奶的
日记，成了很多人的习惯。汪培芙退
休前是一所小学的数学老师，2018 年
老伴去世后，她开始和子女一起生
活。儿女们虽然对母亲很孝顺，但毕
竟有工作要忙，时常一个人在家的汪
培芙难免感到孤独，仔细思量后，她决
定去养老院生活。

来到养老院后，汪培芙感觉自己像
是重返校园，和同龄人一块吃饭，一起
锻炼，这样的生活让她感到舒心惬意，

“我们这里面同龄人很摆得起龙门阵

（聊天），说起过去那些经历的话，大家
都是过来人。”

不过，对汪培芙的子女来说，84 岁
的妈妈离开他们的视线，去到一个陌生
的环境，难免有些担心。

汪培芙的儿子邓三忠表示，人到中
年，父母到养老院，和孩子到幼儿园是
一样的心情，又有不舍，又有不放心，但
是又必须为了他们的快乐。

汪培芙刚到养老院时，几个子女轮
番关心，她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一会儿
就在打电话，妈，又怎么怎么了，一会儿
又在问差什么不，要给我拿上来，后来
我说，我打个牌都打不清静，你们几个
人成天都在问，我说我来写，我每天晚
上把我一天什么事情写来给你们看。”

平凡日子里稀松平常的小事，
在汪奶奶的笔下却妙趣横生、颇有
哲意。晚年生活里，她不必再忙忙
碌碌往前赶，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回忆过往，审视当下，对生活细
致的观察和用心的体验，是她的日
记能够打动人、感染人的原因。把

视角拉高一些，把角度微调一点，
汪奶奶看到了生活里的别样风景，
她的日记，是赠予孩子们的珍贵礼
物，也是启迪读者们的一剂良方，
愿我们都能找到内心的安宁，活出
自己的诗意。
(文字及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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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捕捉生活中的美好与诗意

写日记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修炼

主动住进养老院的汪奶奶

为了让子女了解自己在养老院的
生活，汪培芙从 2021 年 3 月开始写日
记，到现在已经完成 766 篇，共计 80 余
万字。从最初简单记录一日三餐，生活
起居，到后来分享养老院的故事，回忆
年轻时的经历，内容越来越丰富。

汪培芙的儿子邓三忠跟记者聊到：
你看，第一篇是这样的，来的第二天下
午，准备独闯天下，自找牌友，这就是她
第一天的感觉。在爸爸去世以后这个
过程中，我们家庭的感觉是断崖式的，
妈妈也觉得是半边天都垮下来。妈妈
不爱说话了，她的话就越来越少。其实
我们后来才知道，她很想交流，通过她
的日记，我们掌握了她的想法或者她的
需求，让我们亲情比之前升华了，也深
入了。所以说我们之间通过这种方式
的交流，实际上心和心更近了。

一本日记，成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
沟通桥梁，过去母子之间的互动多是生
活上的关心，如今，通过日记，他们之间
更有了精神上的交流与陪伴。

汪培芙表示：原来儿女们忙就回来

看一眼，妈，差什么，就给你买点什么，
或者窗子上面我抹不到的，他就直接给
你抹一下窗子，也就是做点这些事。现
在是全方位的，我这个思想怎样在动，
他们也都知道了，我一天在想什么，他
们也知道了。他们说，我睁开眼睛第一
件事就看妈写的什么事，看有什么心理
变化没有。

这两年，汪培芙的变化，子女们都
看在眼里，虽然年龄在增长，但乐观的
心态却让她越活越年轻。

汪培芙的女儿程抒采说：因为她
高度近视，我们平时随时都把她牵着，
而且挽得很紧，怕她摔着了；但是她现
在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她在养老院都
是自己走路，吃饭、散步，都是自己去，
就觉得自己活得有价值，很快乐了。
我觉得老年人跟年轻人都需要与时俱
进，一个老年人走向老年以后，有一种
新的东西让她的后人去传承，她的精
神、她的思想，她会通过日记传达出
来，这种形式其实对她的后人是真的
很好。

日记架起母亲与儿女沟通新桥梁

汪培芙的日记不仅让家人的
心贴近了，还影响了周围很多人，
养老院的同伴们都追着看她更新
日记，汪培芙多年前的学生也成了
她的忠实读者。不同的人阅读汪
培芙的日记有着不同的感悟，一篇
篇日记成了大家生活中的小期待。

今年69岁的谢忠惠，也是汪培
芙养老院里的忠实读者。因为老伴
突发脑梗死需要照顾，原本退休后
到处游玩的她，只能住进养老院，最
初，她对这样的生活很不适应。谢
忠惠说：“有时候自己睡在床上还是
想着，我为什么呀，我岁数不大，我
又没有什么病，我全国各地跑的人，
成天在养老院，你说想起苦不苦，心
不心酸，肯定心酸。”

后来，谢忠惠结识了汪培芙，
在她的日记中，慢慢得到了宽慰和
启发。

谢忠惠表示：“汪老师岁数这
么大了，能够坚持天天写日记，把
所有的事情能够记录下来。再加
上我一看，比我年轻的，他们能够

住下去，我不能住下去吗？从这方
方面面，都感觉到心里没有这么压
抑了，这样一想通了我就自己买花
花草草，栽花养花，这些花花草草，
也能大家心情愉悦。”

除了这些线下的读者，汪培
芙的日记，还吸引了众多网友的
关注。

汪培芙表示，有些粉丝，我到
现在都不认识，但是我们谈得很亲
热，也有那种跟你唱反调的人，恰
恰这个就是我们讨论的点。这不
是说天天夸你才行，我还喜欢有反
面意见的，那个对我来说还是帮助
很大，说起来都是鸡毛蒜皮，但是
鸡毛蒜皮里面也有它的道理。

写日记，让汪培芙有了更多的
朋友。她在文字世界中畅游，把细
碎日子里的意趣，化作充满诗意的
话语，点亮了自己，温暖着他人。

“我生活当中每一次遇到坎坷困
难，写完之后就是一种解脱。觉得
一点都不孤单了，掌握了生活主动
权，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叫自由人。”

用文字点亮自己 温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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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直属学校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现场会召开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通讯员/董芳） 6月20日，市教育局直属学
校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现
场会在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举行。

“要强化各学校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
带动全员安全岗位责任落实，提升各学校
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质量。”会议传达学习了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工作
会议精神，就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扎实开展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作安
排部署。

会议要求，各学校要深刻认识开展重
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的重要
性，重点聚焦危化品、交通、消防、食品、传
染病、建筑施工等重大风险和学校公寓、食

堂、实验室等重点区域，坚持全年动态摸排
重大事故隐患底数。

会上，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杨育
华强调，大家一定要提高对安全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增强做好安全稳定工作的理智
感等方面分析当前安全形势，强化督导检
查和责任追究。着力从根本上推进防溺
水、防性侵、禁毒、防电诈、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和校园周
边综合治理等教育安全重点工作，坚决消
除事故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保障
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市教育局直属学校 （含民办） 分管领
导、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业务人员参加会
议。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谭筱 通讯员/王卫平 唐清
辉） 近日，荷塘区外国语学校的
校园记者们，开展了首次“分享小
美好 感悟大幸福”21 日幸福打
卡活动，以此来进行心理健康宣
传。

同学们每日在班级中打卡，
记录三件幸福的事，并以积分形
式呈现。这样别出心裁的心理健
康宣传活动，在同学间引起了热
烈反响，近百名校园记者积极参
与，在校园掀起了一股“晒幸福”
的潮流。

“在心理学上，21天就能养成
一个习惯。”学校负责人介绍，本
次活动由学校心理咨询中心联合
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特别
邀请全体校园记者参与，自 5 月
29 日至 6 月 18 日共 21 天。“幸福
手账”是荷塘区外国语学校心理
健康活动一大特色，各班以小组
为单位记录幸福与开心的事件。
本次校园记者打卡，则突出个人

专属性，以个人为单位，连续记录
21天，形成一串幸福足迹。校园
记者个人设计版面，一笔一划记
录幸福事件，配以图画，有的还制
定了特别的主题，如“美丽的校
园”“幸福足迹”“快乐每一天”“幸
福菜地”等。

为了更好地与校园记者沟通
以及体验活动执行力层面可能出
现的情况，校园记者辅导老师唐
老师陪着打卡21天，除了记录幸
福三件事之外，唐老师还拓印了
一些小花小草作为装饰，校园里
随处可见的小花小草，原来都有
名字，有的还有独特的药用价值，
师生之间于是有了更多分享的幸
福话题。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从小美
好中感悟大幸福，好好经营这一
心灵驿站，能对自己的生活有更
加乐观的态度。”荷塘区外国语学
校校长夏迎春表示，学校将推出
更多举措，创美好教育，筑幸福校
园，为学生幸福人生奠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魏朋
通讯员/邱倩）“检察院是干什么的？”“未
成年人的权利有哪些？和大人的有什么不
同？”…… 近日，荷塘小学80名校园记者走
进天元区人民检察院，开启了一场“探秘检
察院”的神奇之旅，近距离体验法治力量。

校园记者们走进检务大厅，在检察院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先后参观了12309检察
服务中心、青少年维权岗法制教育室、心理
辅导室、询问室、情绪疏导室以及团体活动
室，初步了解了检察院各部门的职能。

该院未检办主任祝晓明结合教育室墙上
有关“未成年人权利与义务”的动漫宣传图，

向校园记者们阐述了检察院“维护少年权益，
关注祖国未来”以及“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原则”的未检工作宗旨和工作理念，并为校园
记者们带来了精彩的《法制小课堂》。

司法社工王辉平老师用抽签、互动问
答等方式，为校园记者们带来了一堂《青少
年心理健康讲座》，让同学们懂得了什么是
良性竞争、如何缓解爸妈矛盾、怎样面对挫
折等等。

校园记者们纷纷表示，要将自己今天
学到的法律知识宣传出去，让更多的同学
参与到知法懂法、守法护法、法治宣传的队
伍中来。

“与法同行 共护未来”
校园记者走进渌口区法院

6月16日上午，60名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走进渌口区人民
法院，通过参观诉讼服务中心、审判法庭、少年法庭等地，聆听
法官普法授课等方式，零距离体验法院工作，感受法院文化，培
养法治意识。

通过实践体验活动，让校园记者们对法院有更深入的了解
和认识，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法制意识，争做“学法、懂法、守法”
的新时代好少年。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文 通讯员/谢燕 摄影报道）

“非遗”进校园
“童”心共传承

近日，株董路小学联合学校家委会、顽木堂非遗传承基地，
为学生们带来一场不同寻常的端午节非遗体验活动。

制作端午香囊、传拓、吴氏木雕、扎染……同学们提前了解
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传承项目进行体验。活动中，非遗项目传
承人吴穷时向同学们介绍本次活动的文化内涵和传承意义。

“希望今后通过全社会的努力，将非遗文化传承的接力棒
传递下去。”学校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家校企三方联合组织将
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让更多学生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
力，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意识。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颜家萍 通讯员/张梦珂 摄
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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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小校园记者探秘“检察”，关注“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