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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儿俩相依为命。她要饭到过王
屋山，什么东西都吃过，如今提起
来她说，就是花生皮吃了不好受。
但是日子再苦，老寿星就没皱过
眉头，就一句话：“老天饿不死瞎
鹰。”

如今，人们的生活都好了。加
上政府多方照顾，老人家肯定净
吃“有机”、“绿色”、“原生态”等好
东西。其实，笔者也是带着这个思
路想完成采访计划的。结果，老人
的回答却全不“对路”。吃什么?地
里收什么吃什么。问起吃肉，多长
时间不吃一回，早晚吃一回，总闹
肚子。至于什么补品，全无。看看
家里吃的东西，就自己喂养的鸡
下的蛋，算是正宗“补品”。

这就急得我不行：怎么给读
者交代？但是，经过“深挖细找”，
真还就找到了答案：一是接地气。
没进她的家门之前，我就发现这
个村土墙屋多，墙厚，冬暖夏凉。
进来她家之后，虽然她是瓦房，听
介绍，老人原来一直住在土墙屋
内。因为快要倒了，前年刚盖的砖
瓦房。但是，炕却是土的，也是冬
暖夏凉，屋里根本没有什么空调。
夜晚竞也是自己休息。眼看时间
就到十二点了，我们要告辞出来。
老人知道了，伸手拉住我的手，费
要“留客”不可。一点都不夸张，我
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手抽回的。

“怎么样，老人长寿的原因是
什么？”从老人院子里出来，同来
的煤田医院王院长问我，我确实
一时难以回答。

仔细想想，老人周围的环境，
收什么吃什么的生活，不烟不酒
的习惯，热情好客的开朗，喂鸡、
养羊不失闲的劳作，更兼啥事都
想得开的胸怀……怎么会让老人
不长寿呢？ (作者为巨野煤田中
心医院总顾问 知名作家)

美美国国伊伊利利诺诺伊伊视视光光学学院院教教授授庞庞毅毅
来来济济宁宁市市第第一一人人民民医医院院进进行行学学术术交交流流

老老三三甲甲 名名医医多多 技技术术精精 保保健健首首选选
鲁西南地区唯一卫生部颁首批三级甲等医院

——— 全国文明单位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6月25日，美国伊利诺伊视光学
院副院长庞毅教授来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进行学术交流。

党委书记王志安、院长孙树印、
副院长乔森等医院在家领导同庞毅
教授在学术、科研、医院管理等多个

方面进行了交谈，并就双方进一步的
长期合作初步达成意向。医院还聘任
庞毅教授为眼科客座教授，院党委书
记王志安向庞毅教授颁发了客座教
授聘书。

随后，庞毅教授与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眼科医护人员就斜弱视和小
儿眼科等眼科专业内容进行了深刻
探讨，双方交流了学术前沿和科研最
新进展。同时庞毅教授根据自己多年
教学与研究经验，做了近视眼防御治
疗及弱视相关研究的精彩讲座。

庞毅教授的来访促进了济宁市
第一人民医院国际交流和合作的进
一步深化，同时提升了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科研的思路和方向，对眼科的
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咱咱巨巨野野，，有有位位能能纫纫针针的的百百岁岁老老人人
今年115岁，全省年龄最长

说起保健、长寿，咱巨野就
住着一位115岁的寿星，目前在
山东省年龄最大。

作为搞长寿研究，就老想去
采访，终于凑了大蒜飘香的季
节，随巨野县健康协会，来到位
居县城西南的万丰镇宋庄，如愿
以偿的采访了第一位巨野老寿
星宋李氏。

找到老寿星的家时，她那年
近七旬的女儿宋友莲下地挖蒜
去了，于是凑了“等人”的间隙我
便“目测”了老寿星周围的生活
环境。

村庄不大，几位“老者”(年
龄都在60以上，年轻的都出外打
工了)正在忙于盖房的，听说笔
者的来意，他们说：“这里就是年
纪大的多，光过80岁的就十几！”

随着“老者”的指点，看到村
子东南角正有一片架了“架”的
青纱帐。远远一看，心想，这可能

是我找到的该地老人“长寿”的
第一个原因吧：吃山药多！那边
拥拥挤挤的“青纱帐”肯定是山
药架，及至到了跟前，看到挂满
枝头的金银花，才发现观察错
了！想不到鲁西南有名的“大野
泽”也种起了金银花。走得近了，
见一老太太正手提了刚摘下的
满篮子“花”子，在架下纳凉。

“您老人家有七十了吧”，面
对满脸精神的老太太，我试着问
了下年龄，想不到回答是"早过
八十了！"

“您看看，花架间的老哥、老
姐，哪个不比我大！”顺着老人的
指点，果见花架间活动着十多位
老太、老汉的身影。

“年轻的妇女都挖蒜去了，
每天挣二、三百，俺这老头、老
太，帮着摘点花子，每天挣七十、
八十的。”

我想，这里的人们之所以长

寿，“不会享福”，只愿干活，恐怕
才是其中原因之一吧！

接着我正要逐一采访，想不
到电话响了。老寿星的女儿回来
了！

等我走进老寿星的家时，大
家已众星捧月的围在老寿星的
身边。在我的印象里115岁的人，
应该是“老得”只能躺在床上了，
想不到面前的“老寿星”却是高
门大嗓，耳不聋眼不花的正和大
家作着交流！经全面为老人家作
了体检，煤田医院中医教授黄承
才告诉我：老人心脏、肝脏、肺，
都象五、六十岁的人。血压不高，
饮食正常真是罕见！

正交流着听到满院子的鸡、
羊、鸽子在叫，老人忽然告诉女
儿“快到院子里，羊还没喂，”于
是，顺着老人的指点，大家全来
到院子里，出了屋门，看着满院
子养着的鸡、羊、鸽子，老人更觉

得精气神倍爽！扯起老人的活动
起居，寿星的女儿告诉记者，甭
看一百一十多，如今，她老人家
还经常缝补衣裳，自己还能纫针
呢！

说着早有人从房间里找来
了针和线，真想不到，老人把线
往嘴里一呡，正儿八经的纫起
来，结果，仅几秒钟，真就把线纫
进了针鼻里！

俗话说“家宽出少年”，老寿
星身体那么好，精神倍棒，读者
一定会认为其家庭条件肯定不
错?其实我告诉大家：这回您也
估计错了。

说来老人可是一生历经磨
难！老寿星自幼生长在贫困的鲁
西南农家，缺吃少穿是常事。嫁
到宋家更是没过一天好日子，以
至起初生的一儿一女都生生饿
死。刚熬到解放时，丈夫就走了。
剩下现在的二女儿宋友莲和她

日前，山东省老龄办公布

消息，截至去年年底，山东省

(青岛市除外)共有5157名百岁

老人，其中女性占八成多，最高

寿的两位老人均生于1900年1

月，都来自菏泽市，分别为：菏

泽市巨野县万丰镇许宋庄和菏

泽市东明县陆圈镇东裕州村。

其中，菏泽市百岁老人最多，有

97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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