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对金婚夫妇展示结婚证上的合照。通讯员 林晋如摄

本报讯（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林晋如）11日，罗源 20对金婚夫妇
携手参加“琴瑟和鸣佳偶颂 金婚
传承好家风”——罗源县离退休干
部第一届金婚庆贺会，与大家分享
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幸福。

当日上午，伴随着欢快的音乐
声，在众人的见证下，一对对共同
走过50载的夫妇携手走上红毯，穿
过拱门，他们双手紧握，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不少金婚夫妇的手里还拿着
相片，有的是两人当年结婚证上的
合照，有的是两人年轻时一同出游
时留下的合照。时光流逝，他们的

笑容依旧不变。
“非常高兴跟父母一起参加这

次活动，这张照片是为了庆祝父母
金婚特意去照的。父母几十年经
历的风风雨雨，让我知道爱情可以
经得起时间考验，同时也教会了我
坚强、勇敢，不害怕一切困难。”陪
父母参加活动的辛女士说。

活动现场，老年大学的银发志
愿者们为金婚夫妇带来了舞蹈《茉
莉花》、乐器合奏《采茶舞曲》、配乐
诗朗诵《时光恋曲 金婚礼赞》等节
目，获得热烈的掌声。现场还为金
婚夫妇颁发了金婚纪念品。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是一对对金婚夫妇的真情告白，
金婚夫妇代表张锦良上台发表金
婚感言，讲述他们 50 年来相濡以
沫、互敬互爱的故事。金婚夫妇
的子女代表上台和大家一同分享
了身为子女亲身体会到的良好家
庭氛围。

“对于人生而言，50年是一段
漫长宝贵的旅程，我们共同经历风
雨，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每一
步都凝聚了我们对彼此的承诺，有
过欢笑也有过泪水。希望通过我
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的人树立
正确的家庭观、爱情观，珍惜彼此
的感情。”张锦良说。

20对金婚夫妇分享幸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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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市工人文化宫合唱团
下乡慰问演出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 通讯员 吕云文）
11日，福州市工人文化宫合唱团来到永泰县
丹云乡大赤岸，参与以“爱在龙年，重阳有
福”为主题的敬老节慰问活动。

福州工人文化宫为此次敬老节活动精
心编排了《灯火里的祖国》《萱花草》《葡萄园
的夜曲》《我爱你祖国》《弹起我心爱的土琵
琶》《我和我的祖国》等老年朋友喜闻乐见的
节目。此次活动丰富了当地老年朋友的精
神文化生活，为长者们送上了真挚的节日祝
福。

活动中，福州工人文化宫合唱团不仅倾
情演出，还学习了大赤岸的爱老风尚与敬老
文化理念。

演出现场。通讯员 吕云文摄

“银龄学堂”
打造家门口的老年大学

本报讯（记者 傅亦静 通讯员 林绿丰）
昨日，我市启动“有福之州幸福老人”敬老系
列活动，首批“银龄学堂”共建旗舰点授牌。

在福州市民政局的指导下，福建海峡银
行携手福州市老年大学、福州日报社，与6个
街道、社区共同打造首批“银龄学堂”旗舰
点，进一步深入开展新时代“银龄行动”，鼓
励引导更多老年人参与老年志愿服务。

“银龄学堂”旗舰点将以社区及社区长
者食堂（学堂）等为主阵地，充分结合银龄群
体实际需求，邀请市老年大学优秀教师送课
上门，将优质教育资源送进社区，在丰富文
体课程的基础上大力普及健康知识、开展防
骗宣传，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与维权意识，
打造家门口的老年大学。

托起“夕阳红”
一言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敬老爱老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营造尊老、敬老、助老的社会氛
围，不仅是每个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更是全
社会的共同使命。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孝老爱亲是人生必
修课。老人是一个家庭的根脉，我们应该时
时以身作则，在家中做孝老爱亲的榜样，在
社会上做尊老敬老的模范，以行动将尊老、
敬老、助老的传统发扬光大。

孝顺父母，尊敬老辈，不仅要给予经济
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还要提供精神上
的慰藉。多关心他们的心理状况，多抽时间
带老人散心，让他们享受说走就走的旅行，
拥有健康愉悦的爱好，使笑容常在老人脸上
绽放。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年是经验
的沉淀、智慧的结晶、社会的财富，依然可以
有所作为。我们要为老年人发挥作用创造
条件，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
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发挥正能量，作出
新贡献。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让老年人能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一直是中华儿女的
共同心愿与牵挂。尊老敬老爱老，不是一时
之风。大家应践行好家训、培育好家风，营造
全社会关心关爱老人的良好氛围，让老人们
切实感受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带来的社会温度，让老年人乐享“夕
阳红”，让九九重阳成为心中温暖的记忆。

新榕语丝

孝润童心 祖孙同乐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 张铁国）重阳节

来临，小朋友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长辈的
尊敬和热爱。

昨日，福建省直广厦幼儿园福峰分园开
展重阳节主题活动，引导孩子们传承尊老、敬
老、爱老的美德。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为
家中的老人制作了茱萸香囊、茶包、菊花冻、
甜橙茶、重阳糕、寿桃、贺卡等，向他们送上美
好祝福。当日，该园还邀请祖辈进校园，祖孙
齐聚一堂，开展文艺汇演、亲子游戏活动，共
度重阳佳节。孩子们带来手指谣“重阳节”、
歌舞“中华孝道”、红色家风故事等节目，向祖
辈行孝礼、尽孝心。

昨日，鼓楼区怡山社区在长者食堂·学堂
开展“情暖金秋 爱在重阳”敬老活动，邀请辖
区老人孩子欢聚一堂，共度重阳佳节，进一步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孝道文化，让老
年人感受到更多关爱和温暖。活动特别安排
了品尝福州重阳节特色食品——九重粿。来
自小茉莉托育园的萌娃们为老人送上亲手制
作的秋梨冻。“孩子们真是太可爱了，让我们
感受到了重阳节的快乐。”参加活动的孙依姆
笑得合不拢嘴。

重阳佳节来临之际，我市各级
各部门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尊老
爱老敬老活动，贴心的服务和活
动，温暖了老人们的心。

开心

10 日，鼓楼怡山社区组织辖
区老人赴福山郊野公园开展“九
九重阳日 登高放纸鸢”健步行
主题活动。老人们登临观景台
远眺城区，感受有福之州的发展
变化，享受健步带来的激情活
力。

“纸鸢”的福州话音同“灾殃”，
古时候人们认为，重阳时放纸鸢是
为了“放灾殃”，纸鸢飞得越高越
远，“灾殃”也随之远离。在志愿者
的帮助引导下，老人们在祈福台上
迎着秋风，将手中纸鸢放飞，个个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昨日上午，由仓山区政协主办
的 2024 年“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主题活动，在梁厝特色历史文化
街区举行，闽剧选段《路漫漫》、闽
剧唱段《母亲》等精彩节目轮番上
演，为现场长者带来了一场视听
盛宴。

市委老干部局，仓山区委老干
部局，仓山区文联，东升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联合主办的仓山区重阳
佳节文化艺术雅集活动，昨日在伯
爵山小区广场举办，银发书画家们
现场挥毫泼墨、创作诗词，让观众
感受国学文化艺术魅力的同时，展

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的昂扬精神风貌。

昨日，“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福”文化推广主题实践活动在闽
侯竹岐乡溪南村礼堂举行。舞蹈
《敦煌飞天》、爵士舞《国飞扇舞》
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喝彩
声不断。

同日，“温馨手作·甜蜜共享”
重阳敬老活动在梅城镇西门街社
区长者食堂举行。食堂内，老人
用面粉、红糖等原料，制作红糖发
糕，创作独特的手工竹编画。老
人们一边制作发糕，一边交流心

得，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

贴心

电信诈骗有哪些类型？遇到
电诈如何处理？10日，福州铁路公
安处福州乘警支队组织民警来到
晋安区铁六小区开展反诈宣传活
动，提高老年群体防诈反诈意识和
能力，帮他们守住养老钱。

活动中，针对老年群体反诈意
识较薄弱的实际情况，民警通过
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单、现场讲解
等方式，提醒老年人加强自我保
护意识。

昨日，马尾举办重阳节主题活
动，现场设置多个志愿服务摊位，
为老年朋友们提供义诊、口腔科
检查、防诈骗宣传等便民服务。
志愿者就如何保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预防常见疾病、处理紧急情况
等进行详细讲解。热情周到的服
务让老年人感受到浓浓的关爱和
温暖。60岁的张树梅说：“今天玩
得很开心，插了花，看了牙齿，还
量了血压。”

近日，台江区上海街道上海新
苑社区党委开展重阳敬老活动。
上海新苑社区党委和台江区委政

法委的党员志愿者为社区老人免
费修剪头发，医务工作者为老人义
诊，并宣传健康、安全知识，为老年
人的生活保驾护航。

暖心

11日上午，市妇联、鼓楼区妇
联等在鼓楼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开
展“巾帼敬老 爱在重阳”巾帼志愿
服务活动。军门社区 1168名 70岁
以上老人全部领到了市妇联送出
的象征十全十美、平安幸福的太平
面和太平蛋。主办方还来到社区
两户百岁老人家里，为老人送上肉
松等礼物。

“感谢共产党，没有党的好政
策，我活不到 100岁！”今年 101周
岁的刘平是目前军门社区最长寿
的老人，她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握
着军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林丹的手，激动地说。

昨日，由马尾区委组织部、马
尾区民政局、马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马尾区善邻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联合主办的“暖心饺子宴 浓
浓敬老情”重阳敬老活动，在马尾
镇滨江社区举行。

活动现场，老人们围坐在一起
包饺子，不一会儿，一个个形状精
美的饺子就摆满了桌子。在一片
欢声笑语中，下锅的饺子陆续端上
桌，一个个香喷喷的饺子，不仅温
暖了老人们的胃，也温暖了老人们
的心。

情暖金秋 爱在重阳
本报记者 颜澜萍 张铁国 谭湘竹 欧阳进权 李白蕾 王玉萍 阮冠达

♥♥♥

♥♥♥

久久登高望，岁岁共天长。
10月 11日是“九九”重阳节，也是
我国第 12个法定老年节。目前，
福州共有百岁及以上老人633位，
他们也是福州城市发展的见证
者、亲历者。值此佳节，记者走访
了福州三位百岁老人，感受他们
幸福的养老生活。

配套更齐全
晚年生活趣味多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
暖胸怀……”11日上午，福州万颐
智汇坊居家养老照料中心三楼传
来阵阵歌声，精彩的重阳节慰问
演出正在这里上演。人群中，百
岁老人陈世明精神矍铄，不时随
着音乐哼唱，尽管年达百岁，老人
依旧思维清晰、谈吐风趣。

陈世明生于福州，22岁时入
党，曾参加福建党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龙山会议，新中国成立
前，曾在狱中写下“我将为人民而
死，正如我为人民而生”的壮志豪
言。1949年后，陈世明投身工业
领域，成为我国知名的制糖专
家。80岁后，他还与肝癌斗争多
年。

一生丰富的经历造就了陈老
豁达开朗的性格。在人生晚年，
他和爱人选择入住福州万颐智汇
坊居家养老照料中心，开启养老
新生活。

“我们老两口从 2019年就来
到万颐智汇坊，这里的配套设施
很全面，还有一系列的智能化养
老设备，每天都有丰富多彩的活
动。院里还有 10多个老党员，我
们相处十分融洽，住在这里家人

们都很放心。”陈世明说。
让老年人享受更高质量的养

老服务是福州矢志不移的追求。
近年来，福州推进公办养老服务
机构规范化、标准化、高质量运
营。目前，全市建有养老机构169
家，各级各类养老床位 5.7万张，
养老服务机构数和养老服务供给
量均居全省首位。

服务送上门
颐养天年不离家

11日下午，在鼓楼区凤湖社
区见到百岁老人罗平和他的爱人

陈春金时，两人正坐在家中茶桌
前喝茶闲聊。不苟言笑的罗老总
是认真倾听老伴的每一句话，在
他们眼里，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和
他们夫妻恩爱生活的每一天并无
差别。

“我们是1957年结婚的，当时
他还在部队，两个人只见了一次，
他就要去武汉出差。但就是那一
面让我们认定了彼此，也算是一
见钟情吧。”陈春金表示。谈及感
情经历，两位老人都露出腼腆的
笑容，仿佛那些共同度过的岁月
就在眼前。

从部队转业后，罗平到福州
大学工作，一家人住在福大宿
舍。后来，因宿舍楼拆迁，老两口
住到了到凤湖社区，这一住就是
13年。

习惯了小区的居住环境，两
位老人没有选择与孩子同住。

“我们请了一位保姆每天来做饭
做卫生，社区还能为我们提供免
费的上门助洁、助浴、助行等服
务，在家养老也十分方便。”罗平
说，“对于现在的生活，我非常的
满足。”

和罗平夫妻俩一样，养老不

离家是许多老人晚年的养老需
求。为了进一步提升老人的幸福
感，福州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引进养老服务机构，为辖
区内符合条件的老人提供居家养
老专业化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助
餐、助洁、助行、助浴、助医、康复
等服务，有效减轻了家属的照护
负担。

扩大覆盖面
农村养老有保障

“妈，饭做好了，趁热吃……”
昨日，连江县坑园镇坑园村中，百
岁老人兰木金和往常一样，享受
着家庭的温暖和安宁。

兰 木 金 出 生 于 1922 年 10
月，年轻时以务农为生，如今已
是 102岁高龄，依然精神饱满、行
动自如。老人家育有 4 个儿子、
3 个女儿，在孩子们的轮流照料
下安享晚年，子孙们经常来看望
老人。

“村里比起我年轻时有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还建起了幸福院、
敬老院，我之前也常去打打麻将，
和邻居们唠唠嗑，孩子们也都在
身边，挺幸福的！”兰木金说。

相较于城镇地区，农村人口
老龄化的程度更深、速度更快。
近年来，福州统筹财政资金、引导
社会资本，支持建设嵌入式养老
服务机构，打造精品尊老社区，改
造提升农村幸福院，进一步完善
居家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提高居
家养老服务供给能力，逐年扩大
居家养老服务覆盖面，打造集

“衣、食、住、行、医”功能于一体的
“一刻钟幸福圈”。

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叶欣童

百岁老人陈世明在练书法。（受访者供图）

省实验
闽剧团演员
为老年朋友
表演经典闽
剧《牡丹亭》

《绛 桃 换 荔
枝》。

本报记者
叶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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