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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关注

老年社会团体增至近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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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城为老人开通

维权绿色通道

老人告儿不孝

后经调解回家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贾迎迎 王
兵 ) 近日，禹城市司法局开通
了老年维权“绿色通道”，主要
针对老年人特别是农村五保
老人、城乡低保老人、高龄及
空巢老人家庭赡养及遗产纠
纷，并与禹城老龄委联合行文
设立法律援助中心老龄委联
络站、在乡镇敬老院设立法律
援助联络点。

据了解，老年维权“绿色
通道”主要涉及老年人的维权
案件，能纳入法律援助范围的
全面落实法律援助，指定专门
律师上门服务，优先受理、优
先 审 查 办 理 ，受 到 了 社 会 好
评。

截至目前，禹城市司法局
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结律师代
理援助案件52件，公证援助案
件13件，老年受援人数87人，减
免收费9 . 7万元，维护了老年人
合法权益。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张瑞环 )

近日，德城区法院立案大厅，
一位老人在两名派出所干警
的搀扶下要求立案，状告两个
儿子不尽赡养义务。

经 询 问 得 知 ，老 太 太 姓
赵，今年 8 3岁，自己单独在出
租屋住了已近三年，最近刚刚
查出患有骨质突出症，无法正
常蹲起大小便，为此不敢喝水
吃饭，急需家人照顾。但是两
个儿子都不愿让老母亲住到
自己家里，相互推诿。

诉前调解中心主任郭仁
实接办此案。他随即开展“背
对背”调解，分别对两个儿子
进 行 说 服 教 育 ，从 母 亲 的 含
辛 茹 苦 说 到 赡 养 义 务 ，从 给
孩子们言传身教的影响说到
老 来 难 ，从 母 子 恩 情 说 到 手
足 亲 情 ，一 直 说 到 两 个 儿 子
惭 愧 地 低 下 头 ，同 意 出 钱 送
老人去敬老院。

郭仁实通过民政部门联
系了几家敬老院，最终有一家
同意接收。在去接赵老太时，
老太太却改了主意，坚决不去
敬老院，要求住在儿子家。郭
仁实理解老人的难处，于是，
再继续努力做两个儿子的工
作。最终两个儿子决定将母亲
接回家去住。

在市区街头，随处可见唱歌跳舞的老人。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本报 1 0月 1 0日讯 (记
者 孙婷婷 ) 10月10日上
午，山东鑫秋家纺有限公
司 正 式 启 动 关 爱 老 人 一

“被”子，芯暖重阳系列活
动。来自全市206位80岁以
上老人，每人领取到一床
棉被。在活动现场，该公司
拿出店内原价3000元的床
上四件套进行拍卖，拍卖
所得全部捐给了德州市社
会福利院。

上午 1 0时许，来自全
市的 2 0 6位 8 0岁以上老人
整齐坐在活动现场。1 0月
1 3日是农历九月九日，是
传统的重阳节。鑫秋家纺
为他们每人免费赠送一床
棉被。

据了解，山东鑫秋家
纺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
天然纯棉床上用品生产企
业，依托于母公司山东鑫
秋中冶科技有限公司的优
质 种 子 棉 ，研 发 、设 计 了

“舒芯床品”系列优质天然
纯棉床上用品。采用中国

名牌“鑫秋”天然种子棉，
经过国际标准检测机构检
测 ，1 0 0 多 种 农 药 残 留 为

“0”，符合国际绿色产品标
准。

“有哪位知道最健康
合理的睡眠时间吗？”现场
设置关于老年人健康睡眠
问题问答环节，现场 8 0岁
以上的老人纷纷举手抢先
回答。在活动现场，山东鑫
秋家纺有限公司拿出店内
原价3000元的床上四件套
拍卖，募集的12800元将全
部 捐 给 德 州 市 社 会 福 利
院。

“我今年82岁，老伴儿
81岁。”德城区市民张树业
老人说，早上一大早，女儿
陪同他们老两口一块来到
活动现场。8 0岁到了人生
的耄耋之年，现场的206位
老人最小的年龄为 8 0岁，
年龄最大的是1912年出生
的李张氏，来自陵县宋家
镇崇兴街村，102岁高龄的
她仍然精神抖擞。

206位老人获赠爱心棉被

无论是公园、广场，还是社区村居的林荫下、湖畔边，处处可见打拳、唱曲、下棋、逗乐的老年人。
10月10日，记者了解到随着老年人越来越注重精神提升，老年文化活动办得红红火火，全市各类老
年社会团体也由5年前的八、九十家增至目前的近千家，数量增加近10倍。

棉被捐赠现场。 本报记者 孙婷婷 摄

本报记者 李榕

唱歌跳舞成了必修课

65岁的邢兰英是一个舞痴，
自6年前开始跳舞，就不曾中断。

“夏天在广场跳，冬天就约几个老
伙伴在家里跳。”邢兰英告诉记
者，平时不和孩子一起住，自从退
休后，每天无所事事，闲下来的日
子令她很不适应。现在每天跳完
舞会出一身汗，晚上睡眠质量也
提高不少。

和邢兰英一样，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加入到老年人文化团体

中。“队伍从最初的10几人扩大到
现在的50余人。”70岁的钟凤兰
2007年成立了天天乐老年歌唱
队，最大的72岁，最小的也将近50
岁，岔河桥头是他们雷打不动的
聚集点，每天准点去排练、演出。

“现在的歌唱队就像是一个大家
庭，平时大家聚在一起唱戏、扭秧
歌，相互交流学习，唱得高兴，玩
得开心，心里就不觉得沉闷了。”
钟凤兰说。

在大舞台获奖是常事

“越来越多的老人也不再满
足于在街边跳舞、唱曲，更想登上
舞台展示自己。”63岁的韩淑贞于
2006年自筹5000元成立了德州市
中老年艺术团，率领团队先后获
得全国第二届老年舞蹈大赛特等
奖、2012年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
节金奖等36个奖项。作为老年人
文化团体的见证人，韩淑贞坦言，
老年文化团队虽然面临资金、场
地缺乏的尴尬，但数量和质量却
有了大的提高。

以德州市中老年艺术团为
例，团队由最初的 3 0人增至6 0
余人，最大的 6 7 岁，最小的 5 6

岁，仅德城区，近几年自发组织
的有规模的老年团体至少增至
1 0 余家；此外，夏津、武城、禹
城、临邑等县市在今年先后有
了自己的艺术团，老年人演出
也由在本地区自娱自乐演变成
各地市交流演出，更多的老年
团队开始走出德州走向全国。

“仅我们团队，就先后有张新华
等人获得全国第六届京剧票友
大奖赛金奖。”

近日，南龙社区弘艺京剧团
更是代表德州获得CCTV11《一鸣
惊人》栏目的周冠军，即将决战月
度冠军。

“以前是鼓励老年人报名参
与，现在是有特长的老人都不一
定能进去好社团。”德州市老龄办
宣教科科长李国平称，2009年德
州市老龄办曾做过一项调查，老
年人参与集体活动的频率频繁的
占7 . 36%，偶尔参与的占43 . 41%，
经常不参与的占25 . 37%，从不参
与的占23 . 86%。老年人业余生活
以个人活动为主，老年人经常参
加的娱乐活动有散步、棋牌、唱

歌、跳舞、打太极、球类、游泳、钓
鱼等。

近几年，随着老年人观念的
变化，老年人参与集体活动的频
率频繁的占20%左右，偶尔参与
的达60%左右，老年人业余生活
也以团体活动为主。“老年社会团
体分为官方和非官方，全市各类
老年人社会团体由5年前的八、九
十家迅速增至目前的近千家，全
市数量增加近10倍。”

老年团体增至近千家


	N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