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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老年节

扫扫院院子子打打苍苍蝇蝇，，百百岁岁老老人人闲闲不不住住
莱州市长寿老人张兰芳昨天过了100周岁生日

莱州百岁老人130位

长寿秘诀是心情好

莱州市老龄办主任马云龙说，
莱州有130位百岁老人，与物质生活
和居住环境相比，以孝为先的村风
和幸福的家庭生活更重要。

根据民政部门统计的结果，莱
州市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19 . 87万
人，占人口总数的23 . 16%。百岁以上
老人130人，每10万人中就至少有15

位百岁老人。莱州是全国有名的长
寿之乡，烟台十大寿星中，莱州市占
了一半，百岁老人数量占烟台市1/3。

莱州市金城镇凤毛寨村，是个
远近闻名的长寿村。该村不到2100

人，60岁以上老人就有400多人，百
岁以上老人最多时达到7人，最高寿
者105岁。而它邻村的人口数量差不
多，却很难找到90岁以上的老人。

同样的环境和饮食，两个村子
怎么差别这么大？马云龙说，与饮食
习惯和居住环境相比，注重孝德文
化，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有
个好心态更重要。

长期以来，莱州市委、市政府将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作为一项长期的
战略任务，每年约发放补贴金近900

多万元。以百岁老人为例，百岁以上
的老寿星每人每月可领取300元的
长寿补贴，过年时还有300元的红
包，再加上人社部门每人每月的60

元养老金，每位老寿星每年可以至
少领取4620元。

据了解，在今年老年节期间，
莱州市领导将带队分赴走访敬老
院和高龄贫困老人，送去近20万元
慰问金。莱州市政府推行了新农合
解决了老年人老有所医的问题，并
在市区建设了一批条件好设施全
的广场、公园，为老年人参与文化
体育活动搭建了坚实的平台，同时
在各镇街、社区也建设了许多老年
活动中心、活动广场等供老年人参
与活动。
通讯员 杨建丽 本报记者 侯文强

社区带老人

出去“见世面”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张晶)

老年节来临，海滨社区组织社区
退休人员进行为期5天的旅游活动。
旅游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
等地。从10日下午5点半开始，出行
人员分3批出发，老人们第一次结伴
游玩，都想着见见“大世面”，兴奋得
不得了。

“本打算带大伙去华东五市的，
后来考虑了一下改成四个地方，沪、
宁、苏、杭，老人们能玩得过来。”海
滨社区居委会党总支副书记吕其涵
告诉记者，“我们这次活动从去年就
商量着定下来了，今年就在老年节
前出发，带大伙儿去大都市走走，见
见世面，也算是在老年节社区献给
老人们的礼物吧。”

据悉，此次出去游玩的多是年
龄在50岁以上的老人。

10日下午，旅行社大巴早早等
候在居委会门口，但是有的老人没
出过那么远的门，一兴奋，一紧张，
就容易“出事儿”。

“哎呀，我把我孙子的证件带身
上了，不行不行，得赶紧送回去。”说
着，一名老人从车上冲了下来，把证
塞到邻居手里，出发之前还不忘嘱
咐一句：“一定要送到啊！”

原定于下午5点半出发的“旅
游团”，拖到下午6点终于出发，希
望这些老人在外地过一个属于自
己的别样老年节。

本报记者 侯文强

10月10日，农历九月初六，
莱州市金城镇城后万家村的
张兰芳老人迎来了她的100周
岁生日。别看老人走路时颤巍
巍的，她却总也闲不住，就在
过生日的前一天，张兰芳老人
还偷偷地打扫了一遍院子。

总爱去门口

找乡亲唠嗑

每天早晨6点来钟，张兰芳
就自己穿好衣服起床了。她总
是先拄着拐杖溜达到大门口，
看看门前公路上的风景。等到
站得累了，才溜达回屋里躺一
会儿，等着7点半吃早饭。

张兰芳在家里躺不住，到
傍晚了，老人还要到门口去站
站，看看南来北往的车辆和乡
亲。老人爱找人说话，时常会
和来往的乡亲们聊两句。10日
中午，看到有老邻居来祝寿，
她的脸上笑开了花。

别看年纪大了，老人一点
也不闲着。96岁时还能烧火做
饭。最近五六年，重活干不了
了，她还是会找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干。儿女们不让干，她就
偷偷找事做，还能洗洗自己简
单的衣服。

10月9日，过生日的前一
天，趁着家人不注意，老人一
手拄着拐棍，一手拿着扫帚，
偷偷地把院子打扫了一遍。今
年天热的时候，她的手里总拿
着苍蝇拍，由于动作比较慢，
苍蝇们往往能从她手底下逃
生，为了打一只苍蝇，她有时
候会追到厕所去。

10日中午12点，院子外面
响起了祝寿的鞭炮声，老人侧
耳听了听，转头提醒家人说

“别浪费啊”。

一天三顿饭

每顿一碗稀饭

除了耳朵有点聋外，张兰
芳的身体没一点儿毛病。老人
从来没有因为生病进过医院，
以前感冒时也不吃药，过两三
天后就好了。

老人的饭量很稳定，每顿
都差不多的量：早晨喝碗稀
饭，吃半块馒头、一个鸡蛋；午
饭和晚饭则少了鸡蛋，多了炒
菜。她顿顿必喝大米、豆子等
五谷煮的稀饭。

不管饭菜好坏，老人从
来不挑食，不过她也有自己
喜欢和讨厌的食物——— 不爱

吃鸡肉、猪头肉，喜欢吃排骨
和丸子。

老人不抽烟、不喝酒、不
喝茶，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

“如果硬要挑一个爱好的话，
那就是爱干活，总也闲不住。”
儿媳陈瑞兰笑着说。

80岁以上老人

村里有30多位

老人有2女1子，43岁时老
来得子，如今五世同堂。儿媳
嫁进家门33年，一直和老人住
一块，偶有磕磕碰碰，但是婆
媳两人从没吵过架。

莱州市金城镇城后万家村
有140户，420多人，其中80岁以

上的老人有30多位，快要占到
十分之一了。城后万家村还有
一位95岁的老人，身体很壮实。

除了民政部门和人社部
门的福利待遇外，每年过年
时，城后万家村也要给老人们
发福利：60岁-70岁的老人发
150元；70岁-80岁的发200元；80

岁以上的发300元；百岁以上的
特别奖励2000元。

“儿女孝顺村风好，老人
们才能长寿。”城后万家村村
委书记万继远说，长寿与否和
经济水平不挂钩，现在大家都
能吃上饭，饿不着冻不着，想
让老人长寿，儿女们不用老给
钱，不用老给好吃的，而是要
常陪在老人身边，孝顺老人。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孙淑玉 ) 日常起居有保姆照
顾，儿女频繁电话问候，身体还
算硬朗，花销不愁，在外人看
来，这样的日子再惬意不过。然
而日日靠着读报、看电视和等
电话打发时间，身边唯一的保
姆还是文盲……89岁的烟台老
人李女士忍不住拨打了本报公
益热线求助，他们夫妻俩想找
个人说说话。(本报1 0月1 0日

A06版曾报道)。看到本报报道
后，10日中午，扬帆助学服务队
义工来到老人家中和老人结对
子聊天，有人拉呱，老人笑开了
怀。

“老人家住哪里，我们想去
陪陪老人。”看到本报的报道
后，扬帆助学服务队队长薛志
伟致电本报，想在休息时间陪
老人说说话，给老人讲讲外面
的新鲜事儿。薛志伟说，看着和

老母亲年龄相仿的二老那么孤
单，她心里很不是滋味，想尽力
给老人的晚年添些彩。

1 0日中午，记者带着义
工来到老人家中时，老两口
正坐在家中。“跟电视里的人
似的，真漂亮呢。”还没进门，
李女士一把拉过薛志伟上下
打量，眼里早就乐开了花。交
谈中才发现，薛志伟家住乐
山里附近，和李女士还是多

年前的老邻居，邻居见面话
格外多，老人一下打开了话
匣子，笑声不断传出。

尽管听力不好，看着义工
和老伴聊得不亦乐乎，张先生
也面带微笑。兴之所至，他还
特意翻出日前写的一首《耄耋
殇》，和义工分享自己关于养
老的看法。聊天过程中，薛志
伟还和二老谈起了很多共同
的朋友。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孙淑玉 ) 或是一份精心制作
的水果拼盘，或是一份充满寓
意的小礼品，或是一段即兴的
表演，只要有心都会给孤寂的
老人带来足够的安慰。临近老
年节，本报发起“我给老人备份
礼”活动，13日上午 ,我们将走
进向阳养老服务中心，陪40多
位老人过节。

10日，本报报道的老夫妻
不愁吃穿，只因儿女全在外

地，身边没个能说话的人，老
人孤单地打电话求助一事，触
动了很多人。上午，不少老人
致电本报公益热线诉说心声，
都希望儿女在送钱送物之余，
能多回家看看，陪自己说说
话。

“孩子正是花钱的时候，
我 们 岁 数 大 了 ，能 花 多 少
钱？”家住塔山小区的张大爷
打电话说，看着儿女日日在
外辛苦打拼还惦记给自己买

这买那，他和老伴很心疼，但
忙着打拼事业的孩子回家往
往待不了多久就得走，这让
他们很难受。

临近老年节，不少老人都
在盼着儿女回家，而在敬老
院里，老人们也日日盼着这
热闹的日子里有更多人能惦
念 自 己 。即 日 起 ，本 报 发 起

“我给老人备份礼”活动，1 3

日上午，活动将走进向阳养
老服务中心，陪 4 0多位老人

过节。或是一份水果，或是一
份满怀心意的小礼品，或者
只是几个小时的陪伴，相信
这些都会温暖那些孤独的老
人们。

在为儿女奉献了一生熬尽
所有苦难后，老人们心里最在
意的可能只是有人陪着说说话
或多几次探望。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还在等什么，赶紧加入到
陪老人过节的行列中来吧，报
名电话：15264520357。

巧巧了了，，上上门门义义工工居居然然是是久久别别邻邻居居
话匣子一下打开了，老人乐开了花

马马上上过过节节了了，，给给老老人人送送点点啥啥？？
本报发起“我给老人备份礼”活动，周末去向阳养老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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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妻想找人说说话”追踪

见到老邻居，张兰芳很高兴。本报记者 侯文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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