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杭州，有这样一
支特殊的摇滚乐队，乐
队成员除了穿戴着代表
摇滚气质的皮裤、墨镜
之外，最显著的特征就
是满头的白发和代表岁
月沧桑的皱纹。

乐队名叫“摇滚奶
奶”。如名所示，这是
一支由爷爷、奶奶们组
成的摇滚乐队，成员平
均年龄超过 70 岁，最
大的已经87岁。

他们都是退休后才
开始学乐器的，退休教
师董云蓉是这支乐队的
灵魂人物。她 64 岁学
习吉他；68 岁因翻唱

《因为爱情》 在网上爆
红；79 岁带领一帮同
龄人组建“摇滚奶奶”
乐队，登上央视舞台，
开启“摇滚人生”。

一提到老年生活，
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含饴
弄孙或者侍弄花草，可
董云蓉他们偏偏不是这
样。

这些年，“摇滚奶
奶”经常是什么歌流行
就学什么歌，学会了就
录成视频传到网上，已

经 录 了 200 多 首 。 年
轻、时髦，成了大家对
他们最普遍的印象。

正如董云蓉说的那
样：“会玩的人是不会
老的，老年人不一定非
得把全部都寄托在孩子
身上，有音乐、有朋友
也是一种精神慰藉。”
尽管岁月印迹爬满了乐
队成员的面庞，但年轻
的灵魂与摇滚热情不
倒，他们用音乐传递着
对生命的感悟：追梦的
人生有无限可能。

其实，不只是老
人，每个人都需要积极
地对待生活，勇敢拥抱
新鲜事物，敢于尝试，
乐观面对生活的变化。

“莫道桑榆晚，为
霞尚满天。”正如“摇
滚奶奶”在歌中唱的那
样：“我想再活出我的
青春……大家一起跟上
这个时代，哪怕脚步会
慢一点。”

年龄从来不是生活
的枷锁，年轻也不只是
青春时刻，只要怀揣梦
想，勇敢向前，人生便
会有无限可能。

晚上8点，曲红香打开手机里的直播软件，“曲老师心理咨询”准时上线。

从线下到线上，从“一对一”交谈到万人围观，改变的不仅是工作场所，还有受众与交流方式的改变。

心理咨询师走进直播间 本报记者 张智超

相隔不知远近，手机屏幕一分
为二，主播与连麦粉丝交流的同
时，大家你一句他一句，或留言互
动，或好心劝慰……这不是寻常的
直播带货，而是在众人围观的直播
间里进行的一场心理疏导。

在抖音搜索“心理咨询”，能
搜到数百个账号，有的通过视频
分享心理知识、解答粉丝问题，
也有的通过直播与粉丝连麦，为
其解开心中千千结。

从线下到线上，从“一对
一”交谈到万人围观。当心理咨
询师走进直播间，改变的不仅是
工作场所，还有受众与交流方式
的改变。

走到屏幕前

晚上 8点，曲红香打开手机
里的直播软件，“曲老师心理咨
询”准时上线。

53岁的她，是运河区南陈屯
镇中心学校的德育校长，也是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在抖音的账

号是“曲老师心理咨询”。
曲红香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已

经13年了。“我在工作中发现，很
多学生和家长会遇到这样那样的
问题，需要进行心理疏导，于是
通过学习成了一名心理咨询师。”
曲红香说，“过去，不管是‘一对
一’咨询，还是团队咨询，都在
线下进行。除了心理咨询师和来
访者之外，没有其他人参与。”

很长一段时间里，曲红香都
认为，心理咨询要在私密、稳定
的空间里进行，但随着短视频平
台的走红，她开始了新的尝试。

2020年，曲红香申请了抖音
账号，在网上发布短视频，介绍
心理知识、解答粉丝问题，并在
2020年底，开始线上直播并开放
连麦，免费为粉丝进行心理疏导。

围观下的疏导

没有特殊情况，每个星期二
到星期四的晚上 8点，曲红香的
直播间都会准时开启。

她的抖音粉丝有 1000多人，
不过，愿意在众人围观下敞开心
扉的人只在少数。“虽然每次直播
只有 10多个粉丝，但参与进来的
都是‘铁粉’。”曲红香说。

在曲红香的直播间里，前来
寻求帮助的大部分是普通人，希
望能够改善人际关系、生活状
态。通常情况下，连麦粉丝说的
第一句话都是：“我关注你很久
了，看了很多场直播，今天终于
鼓起勇气连麦。”

正如连麦粉丝说的那样，关
注曲红香直播的人都知道，心理
疏导是全程公开的，直播间里的
每一个粉丝都能看到，并参与其
中，随时发表自己的观点、分享
自己的经历。

但即便如此，每次成功连
麦，曲红香仍会主动声明直播间
的公开性，并再三跟连麦粉丝确
认是否愿意讲出自己的故事。连
麦粉丝讲述故事时，她也会及时
控场，制止一些对当事人造成伤
害的留言，鼓励粉丝倾听不同的

声音。她说：“这是对愿意向大家
敞开心扉的人应有的尊重。”

连麦粉丝明明清楚是在直
播，却依然愿意把涉及隐私的内
容毫无保留地说出来，这不仅仅
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无奈。“有
些事情无法对身边人讲述，所以
才需要到网上找陌生人说。”也正
因如此，曲红香才格外看重这个
直播间，想要把它做好，“其实我
能做的并不多，无非就是针对粉
丝问题快速进行疏导，并帮助他
找到一条新思路，让他觉得事情
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

直播间不能代替面对面

直播两年来，尽管有很多粉
丝在曲红香的直播间解开了心
结，但作为一名专业的心理咨询
师，她依旧认为，直播间并不能
完全代替面对面。

“咨询师走入来访者内心是一
个抽丝剥茧的过程，需要经历很
多次的深入交谈，这是直播连

麦无法实现的。”通常，曲红香
一场直播有一两个小时，而分
摊到每个粉丝身上就只剩下十
几分钟了。不仅时间短，能让
她去观察连麦粉丝神情、姿态
和肢体语言的也只有一块小小
的屏幕。更麻烦的是，直播间
氛围难以控制，任何一条留言
都 可 能 会 影 响 连 麦 粉 丝 的 心
理，而这种影响有可能是正向
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

所以，曲红香常常向观众强
调，直播连麦并不能代替正式的
心理咨询，如果有需要，还是建
议寻求“一对一”帮助。

但不管怎么说，直播依旧给
曲红香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线
下辅导，环境更私密，来访者
更容易敞开心扉；直播间虽然
不够私密，但来访者更容易发
现他的困惑并非独有，从而减
轻心理负担。希望直播间能让
更多人了解心理咨询，哪怕只
有一句话对来访者有帮助，我
就没白折腾。”

幸福创业“三重奏”
本报记者 张智超

在新华区物华小区
附近，有家老七烧烤
涮，49 岁的张成国是
这里的老板兼主厨。

对他来说，每天最
幸福的事，不是忙了一
天之后，躺在床上的片
刻清闲，而是他在后厨
忙活着，往收银台瞅一
眼，就能看到 85岁的
老娘和 10个月大的外
孙女。

张成国的饭馆一共
两层，面积有 400平方
米。别看才开了十来个
月，但来这儿吃饭的大
多是老主顾。每到饭点
儿，老饕们便寻着香味
儿纷至沓来，楼上楼下
座无虚席。

饭馆生意红火，不
光是因为张成国手艺
好，更因他为人豪爽、
好交朋友，一来二去就
和食客们混成了好兄
弟。

熟悉的人都知道，
张成国能有现在这份事
业并不容易。

他 16 岁 出 来 闯
荡，在后厨当学徒，一
个月才挣 80元钱。钱
不多，他舍不得花，都
攒了下来。

20 岁出头，他学
了一身煎炒烹炸的功
夫，用攒下的钱在街边
干起了大排档。那时候
虽然只有七八张桌子，
但炒菜、洗碗、算账这
些活全靠张成国一个
人。大排档从中午开到
后半夜，最后一个客人
什么时候离开，张成国
什么时候收摊。之后，

还得赶到市场采购白天
要用的食材，蔬菜要最
新鲜的，小龙虾他要一
个个挑，“入口的东西
马虎不得”。

冬去春来，大排档
的灶火满足了一拨又一
拨食客，也圆了张成国
的父亲梦。

5年前，他在沧县
医院对过开了一家小饭
馆，多年的老主顾也纷
纷寻着味儿跟了过来。
店不大，算上厨房才一
百来平方米，但张成国
挺知足，再也不用担心
风吹雨打了。

去年，女儿怀孕，
张成国要当姥爷了。这
可把他高兴坏了，每天
曲儿不离口，浑身上下
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
他租了一间更大的门
市，整天笑着说，要给
小宝贝儿多攒些奶粉
钱。

去年 11 月，张成
国新店开张，和外孙
女出生的日子没差几
天。

新店比过去大了许
多，张成国特意在收银
台旁放了一张茶台。老
娘平日里在家待着无
聊，他隔三差五就把老
娘接到店里来。

饭馆里，离不开张
成国的地方很多，他每
天忙前忙后，连口水都
顾不上喝，恨不得脚上
踩着风火轮，可每当从
后厨门帘缝隙往外望
去，看着那一老一少满
脸笑容，他就觉得：忙
也是一种幸福！

追梦的人生追梦的人生

有无限可能有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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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出炉蛋糕出炉，，徐永昌徐永昌
夫妇用心地将其摆上货夫妇用心地将其摆上货
架架。。

这些年这些年，，夫妻俩吃了夫妻俩吃了
很多苦很多苦，，但收获更多的但收获更多的
是甜是甜。。

有爱的日子像蛋糕一样甜有爱的日子像蛋糕一样甜有爱的日子像蛋糕一样甜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报道

徐永昌时常在想：握惯了抹灰铲的手，如今改握奶油抹刀，好像也没想象中那么难。

从建筑工到糕点师，继而又在北京、沧州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蛋糕店。这些年，徐永昌和家人吃了很多苦，但收获更多的是甜

蜜和幸福。

知 言

沿水月寺大街一路向北，过
了水月寺小学，香甜的味道就从
徐永昌的金麦然蛋糕坊飘了出来。

这是徐永昌一家人开的第三
家蛋糕店，店名是徐永昌妻子马
海霞起的。从经营第一家店起，
每个家人轮流给蛋糕店起名字就
成了一种习惯，这也是这家人独
有的幸福与浪漫。

猛张飞拿起绣花针

蛋糕店不忙的时候，40岁的
徐永昌时常会想：握惯了抹灰铲
的手，如今改握奶油抹刀，好像
也没想象中那么难。

早些年，在徐永昌的老家
——河间市束城镇北寨村，很多
村民进城当了建筑工，徐永昌也
不例外。

起初他年纪小，也没什么手
艺，只能干些力气活儿，吃了不
少苦——10个手指肚，个个磨得
露着肉，干活时，手下到水里，
钻心地疼。

即便后来徐永昌掌握的技能
多了，外墙保温、镶瓷砖……成
了多面手，收入依然算不上高。
忙起来一走就是几个月，北京、
上海、内蒙古……天南海北到处
跑。最夸张的一次，他一个星期
跑了 3 个城市，每天累个半死，
才挣 15 元钱。赶上没活儿的时
候，一连好几个月，每天连 15元
钱都挣不着。

23岁那年，正在北京干活的
徐永昌，经人介绍认识了同乡马
海霞，两人很快就有了成家的打
算，徐永昌也开始更多地去思考
未来。“总不能当一辈子建筑工
吧，收入不稳定，还经常不在
家，最好学一个能养家糊口的手
艺。”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学烘焙，

“蛋糕店利润高。我从小会做饭，
蒸包子、烙大饼都可以，学烘焙
一定错不了！”

徐永昌信心满满地报了名，
可现实却给他浇了一大盆冷水。

他那双握惯了抹灰铲的手握
起奶油抹刀，就好像猛张飞拿起
了绣花针，“怎么使都别扭。圆形
的蛋糕做成了椭圆形，需要抹平
的地方总是坑坑洼洼。”

每当这个时候，徐永昌也
会心烦，甚至想把抹刀扔到一
边去，再也不碰它，可一想到
两人的未来，他还是坚持了下
去……

一天练不会就两天，两天练
不会就三天……就这样，光是学
习使用奶油抹刀，徐永昌就练了
3个月。白天在学校里练，晚上
回到家，就把脸盆扣过来接着
练。就这样学了半年多，徐永昌
出师了。他在北京的一家蛋糕店
找了份工作，“一个月能挣 1700
元，虽然不如工地上挣得多，但
能边干边学，这才是最重要的。”
徐永昌说。

地下室里的创业梦

2008年，在北京打工的徐永
昌，不仅迎来了奥运会，也迎来
了幸福的婚姻生活。

那时候，他和妻子都在蛋糕
店打工，两个人月工资加起来只
有 3200元，住的是 5平方米的地
下室，大白天都得开灯，至于单
独的厨房和卫生间，更是夫妻俩
想都不敢想的。

生活虽然不易，但他们都对
未来满怀憧憬，最大的愿望就是
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蛋糕
店。他俩简单合计过：当时在北
京开一家小店，房租、设备、原
材料加起来，最少也得 10 多万
元，可自己的积蓄却远没有这么
多。

有梦想就勇敢去追。
每个月600元钱的房租是固定

支出，省不了。夫妻俩就从其他地

方想办法。衣服够穿就行，饭菜上
尽量节俭，逛街只看不买……就这
样，每个月硬是能攒下2200元钱。

在别人眼里，徐永昌夫妻俩
过得挺寒酸，可他们自己却觉得
很幸福，尤其到了月底，看着银
行账户里又多了 2200元钱，就好
像看到蛋糕店又多了一件新设备。

没几年，夫妻俩开店的愿望
就实现了。

徐永昌给蛋糕店起名叫麦
吉，希望以后每一天都吉祥顺利。

如他所愿，蛋糕店生意很快
就步入了正轨，每个月纯收入有
五六千元。徐永昌退掉了地下室
的房子，在蛋糕店旁租了一间小
平房，“不用排队上厕所的感觉真

好！”

奔出来的好日子

日子一天天过，蛋糕店的生
意也越来越红火，最好时，夫妻
俩每个月能挣到 1万多元钱，更
重要的是，当初的二人世界变成
了四口之家。

“自从有了孩子，就更想念自
己的父母了。”在外闯荡了 10多
年，徐永昌夫妇有了回家的打算。

2017年，他们关掉了北京的
店面，回到沧州，在运河区大化
小区开了一家蛋糕店。

店名叫泡泡蛋糕，是孩子起
的。

蛋糕店不临街，生意就差了
很多。头几个月，一天的营业额
也就三五十元，连成本都赚不回
来。

眼瞅着蛋糕店开一天赔一
天，要是放在别人身上，也许早
就坐不住了，可徐永昌却并不着
急。他相信自己的手艺，更相
信：“不管做啥买卖，最终看的还
是人品。”

邻里之间，谁家水管漏了、
灯泡坏了，他都主动帮忙去修；
快递到了，邻居不在家，他就把
蛋糕店当成寄存室；邻居家的孩
子独自在家，他帮忙照看……没
多久，邻里关系好了，生意也大
有起色。

转眼又是两年，两个孩子都
到了上学的年纪，花销越来越
大，蛋糕店生意虽然不错，但也
只是勉强够用。徐永昌和妻子拿
出这些年的积蓄，在水月寺大街
上开了这家金麦然蛋糕店。“店名
是我媳妇起的，老规矩，一人起
一回。等过些年再开分店，就该
轮到我家老二了。”幸福和自豪的
笑容挂在徐永昌脸上。

徐永昌年轻时有个军旅梦，
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没能如愿。
妻子马海霞知道，这是他一辈子
的遗憾。去年 7月，她为蛋糕店
申请了运河区拥军服务站，军
人、军属来到店里，一律享受会
员价。

徐永昌明白，这是妻子对他
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