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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媳不和
儿子为难

你写诗来我画画 幸福生活美滋滋

七旬夫妻“诗情画意”乐无穷
在咸安永安办事处西大街社

区，有一对令人羡慕的恩爱老夫妻，
丈夫精通国画、水彩，妻子则是写
人、写景、写生活的“诗人”。尽管夫
妻俩年龄加起来超过150岁，但他
们一起印制夫妻书画集，过着令人
羡慕的“诗情画意”的幸福生活。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了西大街社
区74岁刘映丽老人家。一进门，浓
浓的书卷气扑面而来，墙壁上悬挂的
仙鹤、牡丹国画，雅致而有朝气。

“这都是我老伴儿的作品。”
刘婆婆自豪地说，77岁的老伴田
宽志自幼爱好绘画，初中毕业后，
曾到艺术师范学校读过书，后来
由于家庭负担太重，就放弃了绘
画，走上了打工的道路。

2001年，田爹爹开始捡起了画
笔，还去上老年大学。进入老年大
学后，他终于圆梦，拿起画笔重新作
画，从牡丹、梅花、菊花到仙鹤、孔
雀、喜鹊等一遍遍画。几年间，他画
了上百幅国画。

田爹爹的老年生活滋润了，却
没有忘记老伴。“她年轻的时候就喜
好文学，我就鼓励她跟我一起到老
年大学学习。”田爹爹说，起初，由于
要带孙子，还有家务等事情烦扰，老
伴直到2007年才走进老年大学，开
始学习作诗。

不学还好，这一学呀，刘婆婆就
“上瘾”了，每天做事、睡觉都想着怎
样写诗，她的诗也和丈夫的画一样，
十分接地气，还在报刊上发表过不
少。

“塞前岭后乐安身，沐雨凌风铺
绿茵。冰冻枝枯魂护壤，阳和叶嫩
韵滋春……”这是《小草吟》；“绿水
青山鱼米乡，忠魂义骨铸崇冈。松
风竹韵花姿艳，文茂人贤盛世祥
……”这是《咏咸宁》；“重游干校感
盈千，绿水青山锦绣添；四野稻花香
扑面，一湖莲藕碧擎天……”这是
《向阳湖拾遗》。

2012年，为了纪念夫妻俩在老
年大学学习成长的步履，又恰逢两

老蓝宝石婚庆，刘婆婆和老伴决定
将自己这么多年较好的40幅绘画
作品和60篇诗词作品整理出来，请
老师作序、终审编出了一本书画
集。田爹爹说，等以后再翻翻这些
作品，那全是美好的记忆。

“我们夫妻俩没有退休工资，生
活有些困难。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
热爱生活、热爱绘画写诗。”刘婆婆
说，他们生活的充实就是靠自己的
努力，生活中的快乐来源于画画和
写诗的爱好。

如今，刘婆婆和田爹爹又整理
了一些绘画作品和新的诗词，他们
希望在明年金婚的时候，还能再次
出版一部书画集。

记者 葛利利 通讯员 卞隽杰

本报讯（特约记者 艾菊桂 通
讯员 陈迪昭）3月 17日，湖北省文
联第九届五次全委会表彰了首届
湖北省“最美文艺志愿者”、“优秀
文艺志愿者”，赤壁市蒲纺工业园
区退休老人张聚珍被评为湖北省
优秀文艺志愿者称号，我市只有两
人获此荣誉。

张聚珍老人今年73岁，系原蒲
纺职工，1997年退休。退休后，她
在蒲纺工会、文联的支持下，组建了
蒲纺集团健身协会并担任会长。

该协会有七个分会，会员600余
人。从那时开始，张聚珍便领着大家
每天早晚坚持跳广场舞，至今已20
多年。后来，蒲纺集团集团公司又组

建老干部体育舞蹈协会，任命她为副
会长，她组织爱好者学舞、跳舞，常年
不辍。

张聚珍全身心花在文艺活动
的组织和普及上。广场舞、交谊舞
不会，她就先对着电视学，向能者
学，向网络学，然后再教给其他
人。民族舞、交谊舞、健美操、军鼓
舞、腰鼓舞……她不仅学会了众多
舞蹈，还获得了一级社会指导员证
书。 她还经常参加集团和市里的
调演。粗略统计，她专场整台演出
近50场次，参加上级调演近30场
次，节目受到领导、职工的一致好
评，有的节目获奖或参演赤壁市春
节联欢晚会。

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

七旬老人获评全省优秀文艺志愿者

张聚珍张聚珍（（中间中间））组织艺术团到养老院演出组织艺术团到养老院演出

本报讯（记者 葛利利 通讯
员 刘娥枝）一直以来婆媳矛盾是
家庭矛盾的导火索。然而让咸安
某社区居民小万（化名）没有想到
的是，他们家婆媳相处融洽，反而
是公媳之间矛盾重重。

小万和妻子小秦（化名）结婚
10年，育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小
学，一个上幼儿园。夫妻两人都
在外地打工，孩子交给老人带。

去年初，夫妻俩回咸宁买了
新房，并邀请公公婆婆和他们一
起住。没想到，老万和儿媳小秦
就有了矛盾。“父亲任何事情都要
管，经常指责小秦。”小万说，小秦
起初也忍了，但是说多了，小秦不
高兴总要顶两句。久而久之，老
万心里就对儿媳有了偏见。今年
年初，老万跟儿媳小秦的矛盾开
始升级。而矛盾的导火索竟然是
家庭水费、电费和燃气费的户头
不是儿子的名字。

原来，当初买这套房子，老万
也出了几万元。每个月的房贷由
小万夫妻俩共同承担，房产证上
也是两人的名字。但是老万固执
地认为，家庭水费、电费、燃气费
的户头上也应该写两个人名字，
而不能只写儿媳的名字。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怎么
可能有私心。”小秦十分委屈，不
停跟公公解释，但公公就是不听，
还要他们退还之前支付的几万
元。

公公的要求让小秦十分为
难，她和丈夫回咸宁后每个月工资
只有4000多元，除去孩子开销、每
月还贷和生活费所剩无几，实在是
凑不出钱来还给公公。小秦跟公
公争吵中，公公竟然报警反告小秦
打老人。小秦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在孩子学校附近租房子住。

一边是妻子，一边是老父。
夹在中间的小万十分无奈，只能
找社区工作人员帮忙协调。经调
解，小秦答应每月支付欠下公公
的钱，直至全部还清；而老万则表
示，一旦钱还清，他立马搬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