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2021年5月10日 星期一 责编龚爱秋 版式宜文 总检张浩四川06

有一种爱，纯洁伟大；有一种爱，发自内心；有一种爱，坚强执着。5月9日是母亲节，对每个人而言，母亲都
是无所不能的存在，她们无私、真挚、坚韧，她们有满腔的热情，有坚定的信念，这样的爱是“母亲”最好的注解。

人能表达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爱；最美好的呼唤，就是妈妈。
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爱，感谢母亲的生身之情、养育之恩。
母爱不图回报，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也无须拘泥于形式。陪伴在母亲身边的人是幸福的，为母亲做上一顿

饭、送上一枝表达爱的萱草花，很贴心；不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的人也不必内疚，在外打拼或求学同样承载着母
亲的爱与希望，记得给母亲打个电话，弹个视频，亲口送去祝福和思念，也顺便约好下次的归期，同样温暖。

“遥遥的天之涯，萱草花开放。每一朵，可是我，牵挂的模样。”
特别报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席秦岭 徐湘东 肖洋

5月9日，又是一个母亲节。
清晨6点过，在成都某居民院里，网友“蓝

云阳”洗漱之后，像往日一样开始查看手机里
的监控。视频里，300多公里外的家乡，73岁
的老母亲正慢悠悠地在院子里活动。

“妈，这么早就起床了啊？！今天是母亲
节哦，祝您节日快乐！”“蓝云阳”冲着视频里
的母亲打招呼，母子俩通过监控视频聊了好
一阵。

通过监控，母子实现云对话，“蓝云阳”
的母亲已经适应一年了。每天，她都盼望着
家里的监控响动一下。老人的听觉非常灵
敏，只要监控有一声轻轻的响动，哪怕她正
在厨房里煮饭，都会第一时间小跑过来，冲
着监控探头挥一挥手，喊一声“儿子嘛”？

因为，每一次响动，都是一次她和儿子
之间的对话；每一次响动，都是她与儿子之
间的亲情交流；每一次响动，都能让她倾吐
对儿子的思念。

不习惯城市生活
母亲进城没几天又返了乡

“蓝云阳”的老家在广元市苍溪县一个
乡村，那里山清水秀，远离城市的喧嚣。生
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他，是父母唯一的孩
子。小时候，他就想成为一只雄鹰，飞离家
乡追逐梦想。父母都没有上过一天学，也吃
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所以他们铁了心，哪
怕砸锅卖铁也要送儿子去上学。

为了逐梦，“蓝云阳”寒窗苦读。考上初
中后，他第一次离家，到镇上的中学上学。
从家里到中学，要翻过两座高山，蹚过两条
河流，徒步两个多小时。母亲用背篼背着一
个米袋子和一罐子咸菜，送他去求学。逢场
天，他总会在不经意间抬头时，瞟见教室窗
外那个熟悉的身影，还有那笑眯眯望着他的
表情。那是母亲对他的凝视，也是母亲对他
的牵挂与期望。

再后来，“蓝云阳”越走越远，念了高中，
上了大学，进了省城，成了家，成为家乡人眼
中的“成功人士”。结婚那年，接母亲来省城
生活，是他和妻子商量后共同的决定。

然而，母亲来一趟成都并不容易，因为
她晕车。坐小轿车要晕，坐人力三轮车要
晕，甚至坐电梯也要晕，用母亲的话说，“坐
一回车就像死了一回一样”。

在大都市生活，母亲显得很不适应。
独自下楼，出个门，再回头，整个小区十

幢楼房长得一模一样，完全认不出家在哪
里。想打电话，又不会使用手机。从清幽的
乡下到摩登的都市，母亲像失去了方向的风
筝，一直有种飘飘欲坠的感觉，还失去了安
全感。

“儿子，我要回去，只有乡下才是我的天
地！”才来几天，母亲并没有如大家预想的那
样享到福，而是感到了巨大的不适，吵着要
回去。或许，只有回到熟悉的乡下，侍弄侍
弄那些田土、和老朋友聊聊天摆摆东家长西
家短，母亲才能找回失去的魂。

无奈之下，“蓝云阳”只好把母亲送回老
家。

“蓝云阳”的母亲通过探头和儿子打招呼。

周勇军博士通过监控可以看见家门口的风吹麦浪。

在城里工作的儿子给农村老家装上监控

妈妈，我随时都能看见您

在老家安个监控
每天在手机里能看到父母

2019年，“蓝云阳”为了改善父
母的居住条件，拆除了老家破旧的
土坯房，建起了一幢两层小洋楼。
由于老家经常停电，为了让父母晚
上在院子里活动更安全，他安装了
太阳能，每天晚上，家里的院子被照
得亮堂堂的。

通过新闻，“蓝云阳”得知了好
多起“老人独自在家，去世多日后才
被发现”的故事。父母年纪越来越
大，他多了一丝忧虑。有天，他将自
己的忧虑发在互联网社交平台。很
快，好几个网友告诉他，可以在老家
装一个监控，这样就可以掌握父母
的健康状态及一举一动了。

2020年春节，“蓝云阳”回家陪
父母过年，顺便在苍溪县石马镇移
动营业厅申请了监控安装业务。那
个冬天，他在院子里还播撒了一大
片格桑花种子。

从那时起，每天，他都会刷刷手
机里的监控视频，看看父母什么时
候起的床，在院子里又干了什么，哪
个亲戚去看望了父母，什么时候又
来了陌生人，“蓝云阳”都一清二
楚。在监控里，他还看见了老两口
斗嘴。谁话说得太重了，他要“批
评”这一方，“老来伴儿，老来伴儿，
你们不要拌嘴嘛。”收稻子时，母亲

背得太重了，他也会提醒，“妈，活路
慢慢做嘛！”

想父母了，他就会冲着监控呼
叫父母，并向他们求证“今天是不是
谁谁谁来过”？起初，母亲会感到特
别神奇，一遍又一遍地追问他，你咋
晓得哩？时间久了，老人才明白了
原因。不过，对于儿子的询问，母亲
每次都会详详细细对他摆起“今天
哪个来了，说了什么事儿”……

非洲猪瘟肆虐那年，好多邻居
养的猪都死了，唯独他母亲养的一
头300多斤的大肥猪幸免于难。杀
了年猪，本应高兴，但母亲特别担心
猪肉被偷。于是，“蓝云阳”把 360
度旋转的监控对准存放猪肉的屋
子，告诉母亲：“妈，您放心，这个监
控24小时都可以看得到。”这句话
总算解了母亲心头的不安。

监控是个好朋友
联络了亲情释放了乡愁

监控，已经成为“蓝云阳”和母
亲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好朋友”。

母亲特别在乎这个“宝贝”，每
次停电再来电后，她做的第一件事
情就是重启一下电源。这样，就不
会错过儿子和她的对话了。

有时候工作太忙，“蓝云阳”会
拜托妻子查看监控或者与父母对
话。只要监控有响动，母亲就会小
跑过来，给远方的儿子打招呼“儿子

嘛？”儿媳也会趁机逗母亲：“不是
儿子，是儿媳哦！您看嘛，您心中只
有儿子。”

通过装在手机里的监控，“蓝云
阳”不仅感受到父母就在身边，还听
见了家乡的鸟叫、鸡鸣、犬吠，看见
了格桑花的绽放，仿佛隔着屏幕都
闻到了家乡的味道。他说：“感谢监
控，它提高了我与父母对话的频率，
拉近了我与父母的感情，还让我看
见了儿时生活过的地方，满足了思
乡之情”。

安监控成为潮流
一个村已有30多户安装

如今在农村，为父母安装监控
的远不止“蓝云阳”一家。

阆中市石滩镇崇山观村的一户
人家，在成都生活的儿子为父母安
装了监控，母亲知道自己的一举一
动都在儿子的关注之下，摔伤的那
段时间行动时尽量避开探头，以免
让儿子担心。西南民族大学博士周
勇军也为三台县秋林镇仁和村的父
母安装了监控，通过手机，他不仅掌
握了父母的健康状况，还可以察看
亲手种下的那片火龙果的长势，看
见家门口的风吹麦浪。

阆中市石滩镇崇山观村村支部
书记安兵说，据他观察，从 2017 年
起，村子里就有人为父母安装监
控。全村有187个60岁以上的老年
人，按户计算约 90 户，其中 75%的
老年人与儿女分开居住。到今年，
全村已有 30 多户老年人家里安有
监控。他记得，有一个村民的老母
亲有天晚上失眠，在床边坐了很
久。这个反常现象被远方的女儿发
现后，她通过摄像头与母亲聊天，慢
慢地，母亲平复了心情，进入了梦
乡。第二天，这位老人的女儿还给
村干部打电话，请求多多上门去关
心一下她的老母亲。

专家声音

虽然科技可远程关怀
但仍需常回家看看
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西昌学院

农业科学学院院长郑传刚说，随着
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中国农村社
会个人生存、生活与发展也出现多
元化态势，老一辈与新生代在空间
上的隔离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远游
的子女为家乡的父母安装监控，实
属无奈之举。

郑传刚认为，虽然科技的进步
可使亲人远距离互相关怀，在虚拟
的环境里面对面交流，但还是建议
每个人需权衡个人发展与维系家庭
亲情的关系，常回家看看，给父母多
一些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