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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 寻找“钻石婚”

莫道桑榆晚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为霞尚满天

采访对象

李卓鹏：76岁，退休工人
闫二妞：78岁，家庭妇女

日子平淡如水，生活缺少浪漫，
却相扶相携演绎四世同堂钻石人
生。76岁的李卓鹏老人和78岁的老
伴闫二妞，携手走过60年，彼此互敬
互爱，共同分担家庭责任，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无论脚下的路是坎坷重
重，还是一马平川，始终对生活抱以
乐观通达的宁静、宽容心态。也许正
是这份淡定，才让他们成为一对让人
羡慕的幸福老人。

晚报记者 崔迎 实习生 李曦/文
晚报记者 赵克/图

现年 76岁的李卓鹏老人退休前曾经
在我市一所空军医院做后勤工作，而老伴
闫二妞只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两位老
人 60年的婚姻生活，经历了时代的变迁，
但感情却始终如一。

和当年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
两位老人也成为“娃娃亲”的亲历者。
在李卓鹏老人三四岁的时候，家里的长
辈经过媒人介绍，早早地为他定下了一
门“娃娃亲”，对方正是比他大两岁的
闫二妞老人。尽管这桩婚事早早地定

了 下 来 ，但 真 正 结 缘 还 是 10 多 年 以
后。天灾、饥荒让他们过早地体味到生
活的艰辛，尤其是李卓鹏老人至今心存
遗憾，在他七八岁的时候，家乡发生了
大旱，饿死了很多人，大家纷纷外出逃
荒。一直渴望读书上学的他已经无学
可上，为了谋生，他不得不早早地外出
干活。而他的两位兄弟则要比他幸运
许多，因为他们都赶上了好年头，才有
机会去上学读书，从此他们才有了和自
己迥然不同的人生命运。为了养活这

个家，也为了供两个兄弟上学，李卓鹏
老人离家当起了学徒，在一家小作坊里
学做粉条和豆制品。从此这门手艺一
直伴随着他，最终他成为这方面的行家
里手。

1949 年，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生
活为他们露出了笑脸——16岁的李卓鹏
和 18 岁的闫二妞喜结连理，成为一对
患难与共的夫妻。从此，他们相依相伴
60 年，彼此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由“娃娃亲”结下一生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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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洒自在的
晚年生活

悠悠岁月，长路迢迢，60年来，两位老人
相濡以沫，勤俭持家，相扶到老。如今，他们
一家已经拥有 20多口人，是一个四世同堂的
幸福大家庭。

平时，两位老人仍旧住在位于郑州郊区的
老家。虽然当年李卓鹏老人从西安调回郑州
工作后，也有机会分到市区里的房子，但老人
觉得已经把根深深地扎在了祖辈们生活的地
方，一直不愿离开熟悉的老家，而且勤快的李
卓鹏老人还认为从农村老家骑自行车到医院
上班，其实也挺方便。尽管他工作多年也一直
没有要房子，乐得骑着自行车一路奔跑。现在
想想虽有些遗憾，但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在郑
州市区工作的儿女们就会主动把老人接来，让
他们和自己一块生活，老两口也乐得与儿孙们
共享天伦之乐。

一起经历了 60年的风雨，李卓鹏自有一
套“以柔克刚”的婚姻相处之道，他说：“我的

性格与老伴正好相反，性格比较沉稳、也比较
有耐心。老伴性子急，生活中难免磕磕绊绊，
但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实在是有什么争执
的话，在气消以后，我们也会把话说清楚，把
道理讲明白，有时候想想都一起生活这么多
年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只有两人相互
包容，才能白头到老……”

李老说，虽然老伴有气管炎，耳朵也有
点背了，没法像他一样能和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开心，一起锻炼，但孩子们都很孝顺，
有时间就带着她出去旅游，出去走走看看，
像北京、青岛，还有湖南、云南的一些地方
她都去过。最令老人深感欣慰的是，他们
这个家庭虽然人口多，却过得十分和睦，每
个人之间的关系都很好。每当老人过生
日，或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团聚在一
起，十分热闹。“我感到很知足！”李卓鹏老人
乐呵呵地说。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李卓鹏老
人的退休生活，比以前还要丰富多彩。

有趣的是，李卓鹏老人一辈子和自行
车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前是工作和生活
所迫，他每天要骑车十几里路进城上班，
现在年纪大了生活好了，但他依旧离不开
自行车，尤其是退休后，他骑车骑上了
瘾。李卓鹏老人现在还是郑州市老年骑
游协会的成员。他的“坐骑”只是几百块
钱一辆的普通自行车，但就是这样，已经
年过七旬的老人不断创造着奇迹——重
走长征路，拜谒革命圣地；去“人间天堂”，
领略苏杭的秀美；到黑龙江漠河北极村看
极光；到海南看天涯海角……几年下来，
除了西藏、新疆之外，他骑着自行车几乎游
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现在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以后不知道
干什么好，找不到事干，与其在家闷闷不
乐，不是看电视就是打牌，还不如加入到我
们的队伍中来，一起骑车出去看看，既锻炼
了身体，也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情操，何乐
而不为呢？”李老谈起骑车旅行滔滔不绝，

“自从 2000 年加入郑州市老年骑游协会，
已将近10年时间了，慢慢地和很多爱好骑
游的老人成了朋友，一起走遍了祖国的大
江南北，领略各地的大好风光。”

有着幸福的家庭，也有着一份执著的
爱好，在老伴和子女的支持下，李卓鹏老人
成了一名最快乐的健康老人。在近 10 年
的时间里，李卓鹏老人和他的伙伴们每个
星期都会有一次短途旅行——骑车到近郊
游历，而每年则会跑两次长途，往返一次需
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每次在长途旅行出发
前，大家的劲头都很足，制定好详细的行进
路线和每天的行程，甚至连住宿的地点都
会规划好。虽然是最简单的装备，但这群
勇往直前的老人还是兴致勃勃地出发了，
平均下来每天要骑行 140 多公里，无论山
高路险，还是荒无人烟的偏远之地，一切困
难都被老人踩在了脚下。去年上半年，
老人选择了“东南线路”，沿着安徽、江西
一路行进，下半年去了黄山、泰山、曲阜；
今年上半年去了陕西大院、壶口瀑布、延
安，下半年又去了焦作、西峡、小浪底等
地。李卓鹏老人有四本厚厚的旅行纪念
册，里面密密麻麻地盖满了全国各地政
府的公章题词和各地邮局的邮戳。这里
面有大庆油田、漠河、大理、丽江、香格里
拉、虎跳峡、海口、三亚、万宁，还有西柏
坡、泰山、延安等地的公章邮戳，从一枚
枚印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老人快乐
向前、永不停息的脚步……

生活的道路困难重重。因为从小练
就一手做副食品的好手艺，1953年李卓鹏
参加工作，被调进了西安陆军某部的军工
企业，一家人不得不分隔两地。这种牛郎
织女般的日子，一过便是20多年！

李卓鹏作为技术工人，每天从事制
作粉丝、粉条、淀粉和豆制品等各种副
食品，供部队需求和国家出口。这是个
辛苦的工作，每天起早贪黑，天还没亮就
起来做粉条粉丝，等到太阳出来了就要
拿出去晒，平均每天要做两三千斤粉
丝。独自在外的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扑在
了工作上，只有每年春节，他才赶回郑州
老家和亲人团聚。闫二妞是一位勤劳能

干的农村妇女，她不仅要下地耕种，还要
照看孩子料理家务，4个孩子都是她一手
带大的。只有农闲的时候她才来西安探
亲，住上一段时间，农忙时再赶回去，一
家人常年聚少离多。在夫妻分离的日子
里，老伴几乎成了全家的顶梁柱，对此李
卓鹏总是心有愧疚，一直渴望着一家人
真正团聚的那一天。

1974年，经过一番奔波，李卓鹏老人
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一纸调令，顺利地
调回了郑州，来到了空军医院工作，从事
医院里的后勤工作。这时候，李老已经是
高级技工了，他制作出的副食品不仅供给
医院、家属、病人，有时候也对外供应。因

为他做出的粉条、凉豆芽等副食品质量
好，服务态度也不错，所以产品总是供不
应求。在那个实行供给制度的年月里，他
的吃苦耐劳和制作副食品的好手艺，给大
家带来了不少生活上的改善。他自己虽
苦虽累却乐在其中。

李卓鹏老人说，当初回到郑州的时
候，有几家单位都想让他过去，但他考
虑到空军医院离自己在农村的家比较
近，每天骑车就可以上下班，所以他就
选择了到空军医院工作。正是这种恋
家情结，将他的心和家人紧紧地维系在
一起，一家人由此过上了甜蜜而稳定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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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老两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