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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主打

尊尊老老敬敬老老，，还还需需晚晚辈辈““细细水水长长流流””
隔本报评论员 马辉

“登高今夕事，九九是天长。”
13日是传统的重阳节，也是我国第
一个法定老年节，这也从侧面反映
出，敬老爱老是人伦亲情的永恒主
题。

志愿者们集体到老年公寓
进行慰问，学校邀请老教师重返
校园做客……在这样的节日背
景下，一个个镜头充满了温情，
不禁让这些老人们感受到一丝
丝暖意。

但是，国家设立法定“老年

节”，更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去提醒社会，时刻把关爱老人作
为一种细水长流的关爱，而不是
走过场的所谓的“爱心行动”。扎
堆探望老人并不可取，在老人们
心中，不希望只在老年节才被记
起，他们更希望能经常地被晚辈
和社会所记起。

让我们回头追溯一下老年节
设立的背景。农历九月初九，是
我国传统的重阳节。重阳节的习
俗有登高远眺、赏菊花、插茱萸、
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1989年，
我国政府将农历九月初九正式

定为“中国老人节”、“敬老节”，
重阳节又成为一个尊老、敬老、
爱老、助老的节日。2 0 1 2年 1 2月
28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一
步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每年农历
九月初九日作为老年节。因此，
今天也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生
效后，我们迎来的第一个法定的

“老年节”。
“百事孝为先”的传统理念源

远流长，再远的距离也不能因为
“没有时间”而成为阻断亲情的理
由。但现实中，大家往往忽略了自

己的老人，因为没有时间或别的理
由，以至于很长时间都不能“回家
看看”。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并不在
于重阳这天怎么过，而是想在他们
的晚年生活中，希望多与子女见见
面，聊聊天，安享天伦之乐，更多的
是追求一种精神慰藉。

希望老年节能给我们带来
更多的反思，父辈将最美好的时
光都奉献在我们的成长里。不是
非要等到老年节才去探望父母，
尽心方能安心，尽孝出于本性，
因为有一天，我们迟早也会成为
他们。

本报济宁10月13日讯(记者 汪
泷 通讯员 张伟) 在首个老人节
即将来临之际，12日济宁一中邀请近
百名该校退休教师走进刚启用不久
的新校区。探访中老教师们还为一中
新校区送上了不少书画作品。

上午10点多，济宁一中90多位退
休老教师结伴步入新校区大礼堂。他
们中不少已白发苍苍，有的甚至儿女
在旁搀扶，也有的虽然年逾古稀却仍
然精神矍铄。看着学校宏大的大礼
堂，不少老教师都感叹：“现在的孩子
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学习，让我这
老头子看着都羡慕啊。”

为了这次重阳节参观新校区
的活动，不少喜爱书法的老教师还
专门创作了书法、绘画作品赠予学
校。一位姓丁的老教师虽然没能亲
临这次活动，却手书一幅“更上一
层楼”，并且精心装裱好托人专程
送了过来。而在济宁一中工作了39

年的老教师郭继全，则创作了一幅
毛泽东的《沁园春》。

对于为何要于重阳节前邀请老
教师参观新校区。校长李岩表示，济
宁一中的发展离不开这些老教师们
毕生的辛勤付出，他们见证了百年一
中的每一个成长轨迹。希望新一中的
发展也能得到他们的见证。

百位老教师
探访“新一中”

本报济宁 1 0月 1 3日讯 (记者
公素云 通讯员 魏司法 ) 12

日，国网山东嘉祥县供电公司“爱心
妈妈”们带着结对的15名留守儿童，
来到嘉祥县梁宝寺镇敬老院，陪伴这
里的老人们度过第一个老人节。

“爱心妈妈”和孩子们给老人
们带来了食用油、菊花茶、长寿糕
等礼品，孩子们给老人打扫卫生，
配老人们聊天、下棋，给老人泡菊
花茶，把长寿糕递到老人嘴里，老
人们高兴地和合不拢嘴。

“老人大多无儿女，每当过年
过节也是他们最孤独的时候。”敬
老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两个特殊群
体在“爱心妈妈”们的帮助下，走到
了一起。在尊老与爱幼中，弘扬着
中华的传统美德。孩子们的到来，
是给老人们最好的礼物。与孩子们
度过的短暂一天将是他们一年中
最快乐的。

爱心妈妈携“子”
敬老院献爱心

用用镜镜头头记记录录445533张张幸幸福福笑笑脸脸
曲师大学生重阳节举办“农村老人幸福感摄影展”，老人获赠照片

本报济宁10月13日讯 (记
者 贾凌煜) 12日上午，泗水
县泗张镇大厂村十分热闹，曲
师大美术学院“当代农村老人
幸福感摄影展”在村委大院举
行。同学们在暑假期间为村里
453名老人免费照相，这次特地
将洗出的照片送来，并在重阳
节期间举办展览。

照片中有精神矍铄的百岁
老人，有子孙满堂的冯家老太，
有相亲相爱的老张家、老李
家......每一位老人散发出和蔼
的笑容，让观看者的心情也跟
着疏朗起来。“心态年轻、寿比
南山”，记者看到，学生们还在
每张照片上贴上了祝福的话
语，希望老人们健康长寿。

老人们大多站在自己家房
屋前，与住了一辈子的房子合
影。大厂村位于泗水山区，只有
一条公路通向外界，年轻人外
出打工，而老人们大多留在村
里照看孙子或孙女。看着自己
的照片，张大娘非常激动，不停
用手抚摸着，嘴上掩不住笑容。

“还是年轻的时候照过几张照
片，现在都在家里墙上相框里
挂着，那时候还是黑白的，这多
好看啊。”张大娘告诉记者，她
今年72岁，几十年都没照过相，
回家后她要把这张照片放在相
框最显眼处。

展览过后，老人们将照片
领走了，一些行动不便没能前
来观看展览的，学生们又将照
片送到老人手中。据了解，今年
暑假，曲师大学生们到大厂村
进行社会实践，调研中他们发
现村里留守老人较多，且多数

不经常照相，萌生了为每一位
老人拍照的想法。

“作为一名学生，能帮助
老人们做的不多，只能用手
中的相机，留下他们一瞬间
的笑容。”大二学生小顾说，
当初拍照的想法得到了老人

们的支持，每次拍照前老人
们都会挑选最整洁的衣服，
这 个 举 动 也 让 他 们 备 受 感
动。“摄影展定义为幸福，通
过一幅幅照片，我们感受到
了老人们拍一次照片就非常
知足的幸福。”

供电公司志愿者服务队走进独居老人杨顺美家

送送粮粮油油、、修修电电器器老老人人心心里里暖暖
本报济宁10月13日讯 (记

者 孔令茹) 10日，本报刊发
了八旬独居老人杨顺美的报
道，引发社会爱心人士的关注。
11日，济宁供电公司善小志愿
者服务队来到老人家中，队员
们不仅送来了米面油等生活用
品，还帮老人做家务并陪她聊
天，让杨顺美感受到了“老人
节”的温暖。

11日中午，记者来到杨顺
美家门口，还未敲门就闻到一
股饭菜香。透过木门记者听到
厨房里有炒菜的声音。“85岁高
龄自己做饭吃，很让人感动，我
们应该多给独居老人一些关
爱。”看到杨老太太在厨房忙
活，济宁供电公司善小志愿者
服务队员们感慨颇多。两位女
志愿者见状立即卷起袖子帮老

人炒菜、盛菜。
这次来服务队还专门带

了两名电工，他们不仅细心检
查了杨老太太家中的电灯等电
器使用情况，还发现了楼道电
灯不亮的问题，对此他们表示
近日会安排人员上门维修、安
装楼道电灯。

“老人年纪大了，但是身体
和精神都不错，电器检修这样
的事情虽小，但对老人家来说
很重要。”济宁供电公司业务受
理班班长李继东说，善小服务
队志愿者将定期来到杨老太太
家中，送点生活必需品或者陪
老人聊聊天。

看到有志愿者送来的米
面油等生活物品，杨老太太
有些过意不去，握着志愿者
的手不肯放开。“活这么大年

纪，吃穿都不重要，我不图东
西，就图一颗心……常来和
我说说话我就很开心了。”杨

老太太说，没想到到了晚年，
竟然能收到陌生人的关心和
温暖。

老人们观看摄影展作品。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帮助老人做好了饭菜。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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