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营市8万左右老人仍继续“工作”，发挥余热———

“希望跟年轻人一样有作为”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李沙娜 嵇磊) 从10月15日
开始连续四天的“爱满重阳”
系列报道引起了许多读者的
共鸣，随着东营市人口老龄
化加速发展阶段的到来，仍
发挥余热的老年人也成为关
注对象。18日，记者采访了解
到，据估测，东营市31万多老
人中有8万左右老有所为。

1 0月 1 4日开始进行采

访，10月15日C04版、C05版刊
发了民办养老院候凤芹《她
在农家大院里撑起一片天》；
10月16日C04版刊发了《60家
养老机构11家为民营》；10月17

日记者以问卷的形式调查了
老年人希望的养老方式，在
B04版刊发了《多数老人支持
兴办养老服务业》；10月18日，
本报在关注养老困难的同时
关注“空巢”老人，在C04版、

C05版刊发了《关爱“空巢”老
人，常回家看看》及养老中的
困难，18日，本报关注“老有所
为”的典型，希望在不同岗位
上仍做出自己贡献的老年人
影响身边的每个人，本报也将
继续“爱满重阳”。

18日，记者在采访过程
中了解到，虽然老年人已退
休在家，但他们仍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继续“工作”。有的

老年人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
识，实地考察、潜心研究，或
用专业技术解决难题，或以
历史文献奉献社会；也有部
分老人用自己切身的行动不
求回报的当起了老年志愿
者，在社区里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让义务劳动在我
们身边随时可见。也不乏有
的老人，以自己的能力资助
贫困儿童，甚至帮他们完成

大学梦想。
在东营的各个街道、社

区，都随处可以看到三五成
群相互逗乐的老年人，他们
一直活跃在东营的各个角
落。东营市老龄办的工作人
员介绍，据估测，现在有8万
左右老年人发挥着余热，在
社会不同的行业做出贡献，

“东营各部门也通过多种形
式参与经济建设、文明建设、

社会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
为老年人搭建一个发挥余热
的平台”。

据悉，近年来，东营组织
了多项敬老爱老助老活动，
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孝老爱
亲气氛。东营市老龄办的工
作人员介绍，近期将组织开
展东营市敬老和老有所为先
进事迹报告会，让老有所为
的典型影响身边的每个人。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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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七旬老人崔阳

与“寿”文化的不解情缘

作为一位74岁的老人，晚年
的幸福应该是吃得好，穿得好，
儿女孝顺，身体健康。但是家住
辽河小区的崔阳却是在晚年的
时候取得了人生最大的功绩，找
到了他今生最大的幸福。被誉为
东营书寿第一人、寿学第一人，
更被国内知名学者赞为“中国当
代百寿王”的他已沉浸在“寿”学
中三十余载，创作了101种寿字写
法，并用 2 0年的时间收集寿字
13832个，著成了《康寿全集》。而
他与“寿”学结缘的起因就是要
为老年人服务，提高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

18日，记者来到了崔老家，一
进屋就被满屋的寿字所吸引，墙
上挂得有象形寿字，有由数千个
寿字组成的千寿文，有唐朝李世
民、武则天、清朝康熙、乾隆、道
光还有慈禧太后书的寿字。崔老
先生告诉记者，这些寿字都是他
查阅各种典籍收集起来的，他把
这些寿字书写下来，并加上注解
可是耗费了他几十年的光阴呢。

崔阳老人告诉记者，为了全

面细致地对寿字寻根溯源，崔
老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
北，有时需要整日扎在图书馆
里查阅大量资料，有时需要登
门拜访本领域的专家学者，有
时需要去博物馆观摩文物，有
时需要去历史遗址搜寻寿字
踪迹，期间不知曾经历过多少
波折与挫折，最终汇聚多年心
血编撰而成了《寿学全集》这
部沉甸甸的著作。几乎每一个
字中都能“拧”出崔老的辛勤
汗水。“我翻阅了1千多部书，
中国的土地跑了将近5万公
里。收集的寿字有1万三千多
个，这些寿字有100多种书体，
寿字除了我们说的楷、草、隶、
篆四体以外，还有我们后人托
古前人所写的龙文、鸟篆、虫
篆等等。”

退休之后本该清闲地享乐
晚 年 ，为 何 这 么 辛 苦 地 研 究

“寿”学呢？崔老告诉记者，他不
觉得辛苦，反而觉得很幸福，他
想把博大精深的中国寿文化发
扬光大，希望它能够深入到千

家万户，为老年人们服务。崔老
觉得他所研究的“寿”文化也是
一种养生文化，同样也是一种
孝道文化。

很多老年人都喜欢来找崔
老聊天谈谈老年的生活，崔老总
是为客人们沏上一杯茶，慢慢地

听对方道来，并为很多老年人免
费写“寿”字。崔老还不遗余力地
发明出了一系列“祝寿法宝”，例
如建造百寿堂、创办七仙女祝寿
队等，将我国道家文化、儒家文
化、佛家文化、诗词艺术、书法艺
术、戏曲艺术等优秀文化融为了

一体。至今，崔老已经创下了许
多“祝寿”成功案例。“很多年轻
人也很喜欢我。”崔老自豪地说，
他曾经成功协调过小区里很多
婆媳矛盾。“老人照样可以有所
作为，这样的晚年才幸福啊。”

本报记者 吕增霞

崔老正在向记者讲解寿字，几乎每个寿字背后都有出处和感人的故事。 本报记者 吕增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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