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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她相爱 是一生正确的选择

“婆婆逗一逗爷爷。”这一幕发生在王爷爷和赵奶奶的拍摄过程中。
家住达城凤翎锦绣小区的王爷爷通过《达州晚报》看到活动消息后，与赵
奶奶一拍即合，第一个打进电话报名参加。“我爸爸是《达州晚报》的忠实
粉丝，已经连续订了十多年了，每天都要看。”两位老人的大女儿告诉记
者，王爷爷性格内向，喜欢读书看报、种花养草、遛弯散步，不抽烟不喝
酒；赵奶奶性格开朗，生活也比老伴“多姿多彩”：喜欢玩微信、刷抖音
……看似爱好大不相同的二人，却将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王爷爷虽内向，
但大事一定要他来做主，赵奶奶喜欢玩手机，但从不耽误做饭洗衣。

拍照过程中，在摄影师一次又一次的调动氛围，王爷爷才勉强挤出
了一个生硬且转瞬即逝的笑容。见老伴如此“不配合”，赵奶奶大喝一声

“笑一个！”这喜剧性的一幕把在场围观的子女们逗得捧腹大笑，王爷爷
也“瞬间破防”跟着哈哈大笑起来，一张温馨有爱的照片成功定格。据了
解，王爷爷与赵奶奶在1970年结婚，已经跨过了52个年头，当年，王爷
爷为了与赵奶奶结婚，放弃了去当兵的机会。“没有假如，没有后悔，选择
了就是一辈子。”王爷爷表示，人生要做无数次选择，与赵奶奶结婚，是他
们两人彼此最正确的选择。

相敬如宾 59年从未大吵大闹

家住达川区渡市镇的陈爷爷和刘奶奶精神焕发，1963年，二人在亲
戚的介绍下喜结连理，再过几个月二老就是60年“钻石婚”了。“结婚时，
做了新柜子、新箱子和新被子。”陈爷爷告诉记者，他们结婚时是物资匮
乏的年代，添置点新家具已经很知足。

年轻时的陈爷爷是村支书，为人善良，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乡亲，但是
对家庭的照顾甚少，家中事务主要由刘奶奶照顾，但她从没有过抱怨。

“年轻时她为家里付出了太多，身体也不好了，现在我尽量多做一点。”陈
爷爷觉得对刘奶奶有所亏欠，现在可是十分的“殷勤”。

“我妈现在‘娇气’得不得了。”二老的大儿子告诉记者，外出旅游时，
遇到小水坑或者不平的路，陈爷爷会马上扶着刘奶奶一起走，走累了上
车时，刘奶奶会把腿放在陈爷爷身上让其揉腿。日常生活中，陈爷爷也
对老伴照顾得无微不至，以前不做家务的他，现在也承担起了打扫卫生
和洗碗的任务。刘奶奶身体稍差，陈爷爷每天为刘奶奶按时准备药，水
温一定要不凉不热才会送到嘴边。一路相伴59年，生活中有很多酸甜
苦辣，但二人相互扶持，从未有过大吵大闹。

“他修桥，我支持！”

“感谢报社和金夫人，给我们免费拍结婚照！”参加本次活动，王爷爷

十分兴奋，他与吴奶奶在1969年结婚，已经53年。
王爷爷是个有故事的人，他在老家石溪河上修建的石槽口大桥被村

民称为“救命桥”“致富桥”。王爷爷的老家住在宣汉县茶河乡皂角村，由
于黑溪河阻隔，村民过河读书、求医等活动非常不便，尤其是每年雨季，
黑溪河的洪水带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要是能
有座桥多好啊！”说干就干，1995年，王爷爷拿着靠卖粮油省吃俭用攒下
的十几万元钱，全部投入到大桥的修建上。1995年4月，他召集起工人
正式开工，累了便就地休息一会；钱用完了，就卖掉一个粮油店补上……
1996年12月，这座全长120米、宽5米、高13.5米的大桥顺利完工，标志
着村民们“过河难”的窘境成为过去式。

“他修桥，我支持！”吴奶奶这寥寥几个字，包含了她数不尽的心酸。
王爷爷修桥期间，吴奶奶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伺候卧病在床的公婆，照
顾儿女，喂猪，种庄稼……全部压在了这个瘦弱女人的身上。还要每天
三顿、每顿5桌为王爷爷和修桥工人准备饭菜，这一做就是一年零八个
月，曾多次累到晕倒，一个人偷偷擦掉眼泪。

“她孝顺、勤劳，没有她，这个桥我一定修不成。”说到这，王爷爷老泪
纵横。如今，王爷爷已经80岁高龄，在其大女儿经营的幼儿园里，他每
天站在楼梯口看着孩子们上学、放学，风雨无阻，生怕孩子们摔倒受伤。
王爷爷大女儿告诉记者，她们在父母的身上感受到了爱，学到了勤劳、善
良，要把这一切传递给幼儿园的一百多个孩子们。

一眼定终身 粮站小伙爱上女子篮球队队长

“这是来干啥呀？”“拍艺术照，好玩的……”活动现场，拄着拐杖的唐
爷爷凑近身旁老伴儿吴奶奶的耳朵，细声细语地说道。“要是跟她说是来
拍婚纱照，她肯定不愿意。我说是来玩，把她哄到起，现在她还不晓得。”
不知情的吴奶奶就这样被唐爷爷连哄带骗地带到了现场。

唐爷爷喜欢看报，这几天通过《达州晚报》看到公益拍摄的消息，唐
爷爷立即告诉了自己的子女，希望帮忙和老伴儿报名参加这项活动。

据了解，唐爷爷今年90岁，吴奶奶今年85岁，1957年10月1日两人
举办婚礼，到现在已经结婚近65年。婚纱、礼服、灯光、摄影……60年代
的婚礼没有这样的生活仪式感，一纸婚书，几桌酒席，三五亲朋好友算是
两人爱情的见证。“老伴儿从来没经历过这些，她知道了肯定是不愿意
的。人生就这一次，我不想咱们留下遗憾。”唐爷爷说。

岁月在二人脸上刻下痕迹，满是皱纹的脸庞依稀可见他们年轻时俊
男靓女的影子。“我第一眼看到就喜欢上她了，算得上是现在年轻人说的

‘一见钟情’。”提及当初相识的经历，唐爷爷满脸笑容。年轻时，唐爷爷
和吴奶奶都在粮站上班，在一次单位组织的篮球比赛上，唐爷爷认识了
当时担任女子篮球队队长的吴奶奶，经慢慢接触到相恋，两人的甜蜜爱
情终于修成正果。

2017年5月，吴奶奶因病做了脑膜瘤手术，从一开始的奶奶照顾爷

爷变成了爷爷照顾奶奶。“年轻时，她照顾我多一点，现在老了，该换我来
照顾她了。”唐爷爷说。洗衣、换衣、做早饭、晚上帮奶奶关床头灯……衣
食起居上的小事，唐爷爷每天做得一丝不苟。

“老伴儿现在完全康复了，就是腿脚有点不便，没法经常出门。平常
在家，她喜欢看电视、听歌剧，我就在旁边陪着她，翻翻杂志，看看报纸。”
唐爷爷告诉记者。

一病经年，暮年爱情葳蕤而长。如今的生活，唐爷爷和吴奶奶过得
平淡而幸福。

句句不提爱 句句都是爱

崭新的中山装、笔直的西裤、干净的皮鞋，李爷爷一身正式打扮，略
显局促地坐在人群中间。据了解，为了参加这次婚纱拍摄，李爷爷一大
早从位于达川区平滩镇的家中赶到了市内。

“目前，我和老伴儿是分开住的，她在城里帮子女带小孩，我在家里
种庄稼。”据李爷爷介绍，今年自己已经70岁了，老伴徐奶奶今年67岁，
1975年两人领取结婚证，在一起已经47年。

53年前，李爷爷经人介绍，结识了同在当地的徐奶奶，两人相处一段
时间后，双方感觉都不错，最终走在了一起。“他话不多，但是人‘老实’。”
提及李爷爷给她的第一印象，徐奶奶笑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让徐奶
奶决定把一辈子放心交到李爷爷手里。徐奶奶在家打理日常生活，李爷
爷就在外面务农，尽管生活过得平淡，在细水长流的相处中两人的感情
越来越好。

“他只是不善言辞，对我的好都表现在行动上，这些我都记在心里
哩。”徐奶奶告诉记者，“记得有一次，十几斤的粪水我一个人挑，他怕我
累着，专门开车来接我，自己就把活儿干完了。”细数这样的小细节，徐奶
奶仿佛打开了话匣子，李爷爷在一旁露出羞涩的笑容。

一静一动的夫妻

“第一次见面觉得‘一般’，第二次见面‘哇，人挺帅哦’。”谈及和老伴
儿初次相见的场景，李奶奶笑谈，老伴儿第一次是穿着工作服来的，后来
再见面，一身西装西裤皮鞋让自己惊艳不已。

1984年，在丝绸厂工作的李奶奶，经人介绍，结识了在市运输公司
上班的曾爷爷，1985年两人走在一起，共同经历了36年的光阴岁月。

“你看我是戴这个耳环好看还是那个？……”梳妆台前，化妆师在给
李奶奶做摄影前的妆发准备，听到李奶奶的询问，在一旁安静看手机的
曾爷爷立马停下，帮李奶奶仔细挑选了起来。

“他就是这样，是个很安静、内向的人，不像我，我性格很活泼，外
向。在别人看来，性格不一样的两个人不好相处，我觉得这恰恰是一种
互补。”李奶奶笑着说。

6对老年夫妇拍摄婚纱照 用镜头见证美好爱情
达州日报社携手金夫人公益拍摄圆满成功

“爷爷，能不能笑一下？婆婆逗逗他！一，二，三！”在一
片欢声笑语中，相机快门“咔嚓”一声，让这温馨、浪漫的一瞬
间成为了永恒。在重阳佳节来临之际，由达州日报社和达州
金夫人婚纱摄影联合策划的为金婚（或年满60周岁以上）夫
妇免费拍摄婚纱照公益活动，在达城北外江湾城举办，为6
对老人送上了一份特殊且珍贵的礼物。

9 月 28 日上午 8 时 30 分许，参加活动的老人们陆续到
店，其中，年纪最大的唐爷爷已经年过九旬。“第一次打领带”

“第一次穿婚纱”让他们觉得十分“新鲜”。时光清浅，平平淡
淡，相濡以沫，与子偕老，从结下秦晋之好，到银婚、金婚、钻
石婚，岁月添白发，恩爱如初。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洪叶 任墨藻 王彦力

王爷爷王爷爷、、赵奶奶赵奶奶

陈爷爷陈爷爷、、刘奶奶刘奶奶

王爷爷王爷爷、、吴奶奶吴奶奶

唐爷爷唐爷爷、、吴奶奶吴奶奶
李爷爷李爷爷、、徐奶奶徐奶奶

曾爷爷曾爷爷、、李奶奶李奶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