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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最高寿老人系沾化区下洼镇齐家村112岁王风兰

从从不不熬熬夜夜一一日日三三餐餐不不离离醋醋 本报10月20日讯 (记者 杜
雅楠 通讯员 管林建 ) 近年
来，各大城市老年人学驾照开“夕
阳车”成为一种热潮，重阳节到来
之际，记者在交管部门了解到，滨
州市现有61周岁以上的老年驾驶
人11684人，仅占全市驾驶人数量
的百分之一。且多数年轻人建议
老人超过60岁后最好不要开车上
路，“夕阳车”在滨州并不太火。

目前，滨州市共有驾驶人
1079022人，在61周岁至70周岁
之间的有11684人，占全市驾驶
人数量的近1 . 1%，其中男性驾
驶人11241人，女性驾驶人443
人 ，各 占 全 市 驾 驶 人 数 量 的
1 . 04%和0 . 04%。而在51周岁至
60周岁之间的驾驶人为83977
人，占全市驾驶人数量的7 . 8%，
其中男性驾驶人74111人，占全
市驾驶人数量的近6 . 9%，女性
驾驶人9866人，占全市驾驶人数
量的0 . 9%左右。

市民王女士说，如果自己的
父母年龄超过60岁，就不再建议
老人开车上路了：“现在马路上
车这么多，老年人毕竟年纪大了
有不方便的地方，万一磕着碰
着，后果不堪设想。”市民赵先生
则反映：“这要看老人的驾驶技
术和身体状况，如果有很多年驾
龄了，而且身体也不错，还是可
以开车上路的，如果60多岁了要
现学开车，我认为就没有必要
了。”

记者了解到，《机动车驾驶
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要求，申请
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
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在18周
岁以上、70周岁以下；申请低速
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普通三轮
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或者轮
式自行机械车准驾车型的，在18
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

“夕阳车”在
滨州不太火

全全市市百百岁岁老老人人113399人人，，邹邹平平无无棣棣最最多多
本报10月20日讯(本报通讯员

赵军 记者 郗运红) 20日，
记者从滨州市老龄委了解到，截
至目前，滨州市百岁老人共有139

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净增5人，其
中男性24人，女性115人。

在滨州市百岁老人中，年龄
最大的女性老人为沾化县下洼镇

齐家村王风兰，112岁，年龄最大的
男性老人为博兴县湖滨镇寨郝村
郝明玉，104岁。滨州市各县区百岁
老人最多的是邹平、无棣两县，均

为26人，其次分别是沾化25人，博
兴21人，惠民15人，阳信15人，滨城
8人，开发区2人，高新区1人。

这些百岁老人们基本生活在

农村，大多性情温和，生活规律，
热爱劳动，家庭和睦。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也是
老人愈加长寿的因素。

一日三餐不离醋，30多年不感冒

“哎呀，外面冷不冷啊！”记
者在滨州市沾化区下洼镇商业
街王风兰女儿齐振俊的冬枣店
里见到这位慈祥的老人时，说着
话就从炕上起身下床迎我们。这
位现年112岁的老人面色红润、
满头白发，还裹着“三寸金莲”的
小脚，笑盈盈地拄着拐杖向我们
走来。为了让老人住得暖和，女
儿齐振俊和女婿于洪凤还特地
在家修筑了炕。

“现在我就是个木头人，耳
朵不好使了，光知道吃了。难不
成是为了吃好吃的才活这么久
吗？”王风兰开玩笑地说。王风兰
耳朵聋得厉害，说话却很清晰。
老人虽然满口没有一颗牙，但吃
东西从来都不忌口、不挑食，家
里人吃什么她就跟着吃什么。

“我妈吃饭有时候比我吃
的都多，一天三顿饭顿顿不落，
一块馒头、半碗菜、有时还能喝
上两碗汤，饭量一点也不小。”
齐振俊说。家里有什么老人就
吃什么，给老人的饭菜跟家里
人都一样，唯一例外的就是老
人的饭菜要软乎些，再就是必
须要放醋。“不管吃啥都得放

醋，吃菜喝汤都得放，有时候喝
粥都要放醋。”齐振俊说，老人
吃完饭一会就得睡觉，她都是
早睡早起，早上天亮就起床，从
不熬夜。

“我妈身体一直很好，医院
去年来查体，检查结果和心电图
显示，老人的心脏居然比一些年
轻人还好。”王风兰吃饭不挑食，
觉也睡得香，自然身体就很好，
自从搬到小女儿家30年来基本
没有感冒过，身体“火力”也很
旺。“尤其是冬天不怕冷，冬天三
九天的时候，她还瞒着我偷偷地
喝凉水呢。夏天跟着重重孙子吃
雪糕，家里冰箱的雪糕一箱子也
就吃两天。”齐振俊说。

不一会儿齐振俊端上了一
盘蒸熟的冬枣，因为王风兰的牙
口不好就蒸熟了吃软乎的。齐振
俊说，家里的冬枣一直不断，从
有枣子开始就每天蒸一碗给王
风兰吃，这也是王风兰最喜欢的
零食了。“这个皮吃不了，剥下来
就行了，你们也快吃啊。”正说着
王风兰就自己抓起枣子剥皮，还
不停劝记者吃，把枣子吃在嘴
里，王风兰也笑得合不拢嘴。

脾气好眼不花，还长出了黑头发

在王风兰的炕上，床单、被
褥和床头的摆件都整整齐齐地
摆放着。齐振俊说，这都是她自
己收拾的，平常在家她就是闲不
住，爱做活。在家帮着挑枣子，帮
年轻人上梭子，从年轻时就一直
爱劳动，爱帮人。“我妈脾气好，
很少生气，还闲不下来，以前经
常帮人做活，邻里间都说好。”

王风兰平日里自己也经常
去溜达，一会儿到这家玩，一会
又跑到那家玩。在邻居的眼中王
风兰是一个热心肠，从来不跟人
红脸、吵嘴，她眼中都是活。王风

兰年轻时爱干活，谁家有活她都
赶紧帮，织布、剥棒子、打高粱，
她的勤快也是村里闻名的。

齐振俊说，有一年刚收了玉
米晒玉米，人们都在地里干活，
突然就下起了雨。邻居王二婶慌
了，家里晒着的粮食咋办，但当
她赶回来的时候，粮食已经堆了
起来，还盖上了塑料布。“二婶子
一看就知道一定是我妈给堆好
的，赶紧来道谢。为了帮王二婶
堆好粮食，她自己也在路上摔了
好几个跟头。”齐振俊说 。

看到记者写字，王风兰有些

遗憾地说：“会写字真好，我们那
时候就没有那么好了，闺女都不
让上学的，一个字也不认识啊。”
她17岁出嫁，年轻时在婆家受了
穷，30多岁时牙齿就开始掉了。

“现在家里都把媳妇当闺女待，
我们那时候婆婆待媳妇很严格，
媳妇在家里没地位，婆家又穷，
吃饭不见一粒米，光吃些硬硬的
糠子饼。孩子刚满月，被打发回
娘家，天冷风又大，闺女就没了，
我身子也垮了，牙齿也慢慢掉
光。”王风兰说。说起以前的事情
王风兰还记得清清楚楚。

在客厅里有一张几年前的
照片，是以前侄孙女来看望时拍
的。“那个白头发的就是我，他们
都给我拿枣呢。我这个孩子这几
年一直在外地，我还挺想她的
呢。”王风兰说。

“她现在记事情记得可清楚
了，就耳朵不好使了，眼一点也
不花。我的眼睛已经花了，都穿
不上针线了，我妈还能穿上针
线。”齐振俊说，以前王风兰的眼
睛花得厉害，但近几年她就像返
老还童一样，眼睛也不花了，头
发也开始长黑发。

敬老慰问演出

在“九·九”重阳节来临之
际，滨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
老干部艺术团的演员分别来到
滨城区养老服务中心和惠民县
麻店镇老年公寓，为老人们送上
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并送去面
粉、食用油等慰问品。市老干部
艺术团的演员们精心编排了吕
剧、民乐演奏等节目。
本报通讯员 王海霞
本报记者 郗运红 摄影报道

20日日下午，博兴县品牌联盟
爱心协会的成员们来到王楼村老
年公寓，看望这里的老人们。爱心
协会的张长青会长介绍说，希望
通过这样的活动，丰富老年人的
精神生活。现在生活条件都提高
了，老人们需要更多的关爱。爱心
协会带来了面粉、鸡蛋、花生油、
水果等慰问品，更可贵的是还给
老人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节目表
演，和老人们共度重阳节。58岁的
李增美老人非常开心，她来到老
年公寓已经两个月了，对这里的
生活条件非常满意。今天看到爱
心协会的成员特别的亲切，她说：
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来陪我们过
节，可高兴了！ （孙菲）

关爱老年人

王风兰，1903年5月出生，现年112岁，是目前滨州市年龄最大的老人。王风兰一生育有十多个孩子却只存活了四个女儿，
而现在他们已是50余口人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近几年王风兰倒像是返老还童一样，除了耳朵听不清之外，眼睛不花了，穿针
引线样样行，白发也开始长黑头发，说起以前的事情来还记得清清楚楚的。王风兰最小的女儿齐振俊说，老人吃饭从来来不挑
食，一日三餐顿顿不落，就是必须得有醋。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晓霜 郗运红 本报通讯员 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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