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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冷热不均似“过山车”
老君山雪后树挂成美景

百年烟台毓璜顶庙会
“非遗”展示唱主角

“火龙钢花”亮相武汉
人在龙中舞

情人节将至
昆明鲜花市场人气旺

春节长假刚刚结束， 昆明斗南花
卉市场内依旧人气旺 。 据花农介绍 ，
春节期间是鲜花销售旺季， 虽然春节
长假已经结束 ， 而情人节即将到来 ，
所以市场内人气依旧很旺。 图为花卉
市场内购买鲜花的游客。

春节期间，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火龙钢花” 亮相武汉欢乐谷， 上
演 “人在龙中舞， 龙在火中飞” 的奇
观 。 来自重庆的表演者把温度高达
1500℃的铁水掺杂着特制的干花拍打
至高空， 瞬间空中 “流星” 飞舞， 赤
膊露背的舞龙者则在 “铁水流星” 下
翻转腾挪， 场面蔚为壮观。

烟台毓璜顶庙会距今已有数百年
历史， 过年逛庙会是当地人传承的年
俗之一， 其中正月初九庙会最为热闹，
每年这天市民纷纷来到奉有玉皇大帝
神象的毓璜顶赶庙会。 今年的毓璜顶
庙会集中展示海阳大秧歌、 胶东剪纸、
胶东面塑等烟台一大批非遗项目， 为
民众献上丰盛的文化大餐。

连日来， 八百里伏牛山的主峰河
南老君山遭遇 “过山车” 式天气， 气
温在－8℃～13℃之间大幅波动 ， 2月4
日， 刚刚遭遇一场大雪后的2000米山
峰上， 慢慢开始融化的冰雪被瞬间凝
固挂于枝头， 晶莹剔透成美景， 吸引
了摄影爱好者。

“话疗”是精神补养剂
专家指出， 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

的是未富先老、 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
三大挑战， “空巢老人” 的心理健康
问题已经相当突出。 在日本等高龄化
国家， “空巢孤独死” 现象较为普遍，
演化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其中， 老
年人自杀是空巢综合征和空巢孤独死
的极端情形， 令人扼腕。

现在不少老年人吃穿不愁， 就是
觉得日子过得寂寞， 老两口整天在一
起也没有什么话可讲。 假如其中一位
仙逝， 那么活着的那一位就显得更加
孤独， 有的还会患上抑郁症或老年性
痴呆症。 2015年春节长假过后没几天，
南京警方就接到了不少老人发生意外
的警情， 更有甚者， 两位老人居然不
约而同选择轻生。 这些老人大多是空
巢老人， 随着假期结束， 儿女们各奔
东西， 老人的意外就在这种分离的时
候开始发生。 节后空巢老人意外事件
频发， 其实是老人们患上了因亲人分
离导致的集焦虑和抑郁于一体的 “空
巢节后分离症”。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 人与人之间
的语言交流是重要的社会互动， 空巢
老人之所以会产生种种问题， 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社会互动的丧失 。 因此 ，
把治疗心理疾病的 “话疗” 方法运用
到老年人身上， 尤其是用到空巢老人
身上， 多给空巢老人一些 “话疗”， 就
相当于给空巢老人补充了 “精神补养
剂”， 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对于子女而言， “话疗” 是一种
不用花钱就可尽孝的礼物。

遗憾的是， 如今有相当一部分的

子女不理解父母的这一心理需求， 认
为自己与父母有 “代沟”， 缺乏共同语
言， 甚至觉得老人啰唆而不愿意与其
沟通。 这些想法和做法， 对老年人来
讲， 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伤害。

社会关怀不能缺位
媒体曾报道， 在湖北某大学校内，

一位头发花白的七旬老人， 不时询问
路过的年轻人， 想找大学生 “话疗”，
陪说话50元一次， “我就是想找个人
跟我说说新鲜事”。

还有一位心理医生碰到一位老人
挂诊， 老人解释道： “我就是因为寂
寞无聊， 没有人跟我说话， 也没有人
听我讲话， 所以我才挂了您的号， 向

您倾吐我内心的苦水。 否则的话， 我
每天只能看电视 。 电视节目的内容
虽 好 ， 但是我总不能跟电视机讲话
啊！” 看到这样的事例， 让人戚戚然心
有痛感。

当下， “空巢老人” 已成为城市
化进程中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 多给
空巢老人一些 “话疗 ”， 亲情不能缺
位。 因为不管是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
来说， 子女都是赡养照顾父母的 “第
一责任人”。 为人子女者， 要在关心父
母物质生活的同时， 多与年迈的父母
聊聊天。 即便不能 “常回家看看”， 也
要在电话里和网络上多同父母进行话
聊互动， 让亲情的温度慰藉父母寂寞
的心 ， 让老人充分享受到天伦之乐 。
当然， 老年人自己也要学会走出小屋，
多与街坊邻居、 亲戚朋友往来， 让自
己开朗豁达起来。

同时， 社区和养老机构也应该在
这方面有所作为。 有些地方的社区或
街道推出 “时间银行”， 征集志愿者去
照顾本社区或街道需要别人照顾的
老 人 ， 然后等这些志愿者自己也需
要别人照顾的时候， 再由其他的志愿
者去照顾他们。 这无疑是对独居老人
和 “空巢老人” 社会化关怀的一种有
益尝试。

社区和养老机构还可以通过设立
“老年话聊员” 这一心理关怀角色， 弘
扬邻里守望精神， 动员志愿者和社区
业主 “常入户看看” “常入户聊聊”，
了解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排遣老年人
的负面心理， 建设老年人的积极心理，
让老年人感觉到温暖 、 关怀和体贴 ，
生活得更幸福、 更快乐。

摘自 《光明日报》

“话疗”， 意即心理咨询。 它本是心
理学上的术语， 指的是对有心理问题的
人进行谈话治疗， 通过一系列谈话技巧，
使患者豁然开朗， 走出迷惑和困扰。 其
实 ， 不独是有心理问题的人需要 “话
疗”， 很多空巢老人也需要 “话疗”。

空空巢巢老老人人缺缺““话话疗疗””

北北京京有有多多少少座座教教堂堂？？
古都北京的建筑形式多样， 教堂

就是其中之一。 北京到底有多少座教
堂呢 ， 大概没有人做过认真的统计 。
粗略观之， 也足有一二十座吧。

说到教堂建筑的历史， 可以追溯
到元代。 据说， 欧洲罗马天主教方济
各会， 早在十三或十四世纪就来到中
国， 并在泉州和北京设立教区， 并建
造教堂。 例如， 门头沟区后桑峪村的
天主教堂， 就是元代的古建筑， 也可
称为北京地区最古老的教堂建筑。 明
朝万历年间，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
到北京， 在宣武门内建起了宣武门天
主教堂， 亦简称 “南堂”。 清朝顺治年
间 ， 又建起了王府井教堂 ， 亦简称
“东堂”； 而康熙年间， 于西安门一带
建起的教堂 ， 称为 “北堂 ”； 雍正年
间， 在西直门附近修建了一座教堂 ，
称 “西堂”。 在以上所谓 “四大天主教

堂” 以外， 还有亚斯立教堂 （又称崇
文门教堂）、 圣弥厄尔堂 （位于东交民
巷） 等等。 目前， 被称为最漂亮的教
堂建筑遗存有以下10个。

西什库教堂， 即前面提到的 “北
堂 ”， 位于西城区西什库大街 ， 建于
1703年， 为现存教堂中建筑规模最大、
最壮观的一座， 乃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宣武门教堂， 即 “南堂”， 位于前
门大街北侧， 最初为一座小教堂， 于
1650年扩建。

王府井教堂， 即 “东堂”， 位于王
府井大街北段路东 ， 始建于1655年 ，
曾经为顺治皇帝赐给两位外国神父的
宅院。

西直门教堂， 即 “西堂”， 即天主
教圣母圣衣堂 ， 位于西直门内大街 ，
始建于1723年。

东交民巷天主教堂， 又称圣弥厄

尔教堂， 位于东城区东交民巷， 是一
座法国教堂， 建于1901年。

崇文门基督教堂， 又称亚斯立教
堂， 位于崇文门十字路口附近， 始建
于1870年， 是最古老、 规模最大的一
座基督教新教教堂。

宽街教堂， 是基督会教堂， 位于
地安门东大街东板桥街， 始建年代不
详细。

珠市口教堂， 是基督会教堂， 位
于珠市口西大街与前门大街的交接处，
始建于1904年， 自开始即有中国牧师
主持。

缸瓦市教堂， 是基督会教堂， 位
于西四南大街， 始建于1863年， 为英
国伦敦会所建。

海淀教堂， 是基督会教堂， 位于
海淀区彩和坊路， 始建于1933年。

摘自 《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