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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自唱（安海涉老专干）：《晚晴》
周刊三周年啦！一路走来，《晚晴》已
是广大老年人的知音，也是老年人的
朋友。《晚晴》给了我们老年人许多沟
通交流的机会，鼓励老年人发挥余
热，彰显老年人的正能量，给社会予
正面积极的帮助。祝福《晚晴》，生日
快乐！

曾添辉（热心读者）：《晚晴》周刊
向老年人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弘扬
尊老爱老的中华传统美德，关注和贴
近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同时让老年人
通过这个平台展示自我文化，让社会
看到许多老人“退而不休”努力发挥
余热，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风貌，感
谢《晚晴》周刊。

陈文震（退休干部，热心读者，晋
江老年大学诗词班班长）：晋江经济
报是我们老年大学学员们最爱阅读
的报纸，特别是每周《晚晴》周刊的报
纸总是被一抢而光。因为它记载着
老人们的乡愁往事，它给老人们讲述
岁月的痕迹和身边的故事，它给老人
阐释当前政策时事的内容，它成了老
人们最信赖的知音。在银龄社会来
临之际，我们期盼《晚晴》周刊能变成
一周两刊，当然最好是每天半版，让
老年朋友们每天都能与《晚晴》相见！

潘增丰（热心读者）：三年来，《晚
晴》周刊始终高度重视老年人先进典
型、感人事迹的深入挖掘和宣传报道，
把笔端、镜头对准老人，有着真挚的为
民情怀。这三年，我一直关注《晚晴》周
刊，看着它一步步走向成熟，形成特色，
成为促进发展、构建和谐老年人的园
地，希望《晚晴》能更贴近实际生活，贴
近老年人的需求，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为老年朋友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

叶海山（热心读者，晋江市政协原
党组成员、文史委主任、工会主席）：时
间飞逝，《晚晴》创刊至今有三年了！
由于编辑记者不辞艰辛，跑遍所有乡
镇街道寻找、釆访各界别、各有特色的
人物，把他们老有所为、一生敬业守候

一种职业的精神风貌呈现给读者，《晚
晴》内容丰富多彩、贴近生活、贴近读
者，成了众多老年人及不同读者喜爱
的刊物。有些老年朋友告诉我：每逢
周三，他们都会早早去取晋江经济报，
认真阅读《晚晴》，有好文章还会跟那
些没订晋江经济报的好友分享！

本人也是《晚晴》的粉丝、忠实读
者。从参与征集刊名至今155期，我
都收集着并每期必阅。祈望《晚晴》周
刊继续发扬光大，越办越好！

高扬华（热心读者，晋江老年大
学学员）：晋江经济报《晚晴》周刊是
我们中老年人最喜欢看的报纸。它
及时报道了老年人在学习、生活、兴
趣等方面的喜乐忧愁。刊物编辑记
者能深入民众，走近老人群体，与老
年人互动，我们感到很温暖。特别是

《晚晴》两个字，让喜欢书法的老人
写，还刊登照片简介，让老年人拥有
自信，让儿孙骄傲，这是一件多好的
事。祝《晚晴》越办越好！

黄向荣（池店涉老专干）：我受聘
池店涉老专干几年来，毫不夸张地
说，《晚晴》周刊我是每期必看，特别
是有关池店镇涉老的有关报道，我都
分拣保存。我从《晚晴》周刊的报道，
了解我市老年人活动开展的情况。
我在为全镇老校上课时，也经常将

《晚晴》周刊刊登的各行各业老年人
的事迹进行宣讲，鼓励我镇老年书法
爱好者，书画兴趣者积极向晋江经济
报投稿，总之，《晚晴》周刊是我的良
师益友。期待它越办越好！

汪建育（热心读者，安海文史、收
藏爱好者）：《晚晴》周刊来之不易，晋
江经济报能开设这样针对老年人的版
面非常难得。希望《晚晴》能关注更多
社会老人，客观地报道更多老年人晚
年的情况，让版面内容更多样化。希
望《晚晴》之中可晚“情”，当今老龄化
的社会，有一些老年人存在着各种难
题，由此“情”挑出较有社会热点的话
题进行探研，亦可引起政府关注。

《晚晴》创刊3周年 读者寄语送祝福

主题才艺秀征集活动邀你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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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本报记者 黄海莲 吴清华采写

才艺秀场

书法、绘画、摄影、诗词、剪纸……
如果你喜欢这些，擅长这些，那么，这里
便是你展示的舞台。“才艺秀场”作为展
示老年朋友才艺作品的平台，长期面向
全市老年朋友征集优秀作品。

作为针对晋江17万老年朋友
及关心老年事业的读者开设的版
面,《晚晴》周刊于2018年3月开始
筹备，2018年6月正式出刊，截至
本期，总共刊发了 156 期。三年
来，《晚晴》周刊本着“打造晋江老
年朋友的精神家园”的理念，每周
2个版面，持续不断地提供丰富可
口的精神大餐，分享晋江老年朋
友关心的身边人身边事，聚焦老
年朋友关注的社会事，开设了多
个有影响力、参与度极高的栏目，
如晚晴达人、敬老故事、健康课
堂、刊名题写、才艺秀场等，成为
展现晋江老年朋友风采的一个耀
眼窗口，也成为推广晋江老年事
业发展的一个有力助力器。

在这里，特别感谢 3 年来给
予《晚晴》周刊大力支持和帮助
的社会各界读者，以及踊跃投稿
参与的老年朋友。

《晚晴》周刊自筹备起就备受关
注，3年来，许许多多未曾谋面的读者
朋友给予的反馈让我们更加深刻地
了解到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注，对
《晚晴》周刊的期待。为了不负期待，
过去的3年里，我们开设了各种栏目，
丰富晋江老年朋友的精神生活，过去
3年里，记者的采访足迹遍及晋江各
大街镇，寻访老年朋友们喜闻乐见的
鲜活、生动的报道。每一期内容都为
老年朋友“量身定制”。

这 3年，我们走街串巷，挖掘身
边的“晚晴达人”：97岁的老拳师颜
期尊、91岁诗心不改的张励志、会画
画的百岁老渔民粘芳龙、百岁“吃
货”老人黄乌豆、盲人南音爱好者曾
国亏……在我们身边，像他们这样
在某一领域有着突出的才能，身怀

“绝技”的老年朋友非常多，报道他
们，向人们展示他们，让更多人认识
他们。而报道让他们平凡的人生里
涌起美丽的浪花，展示出晋江老年
群体多才多艺正能量的一面也是

“晚晴达人”备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这3年，我们深入各行各业，寻找

仍然坚守匠心的老手艺人：做了一辈
子藤轿的陈天从、手工造船57年的黄
祖传、手工制作绿豆饼 70年的苏炳
文、木雕老师傅张连顺、传承了200年
的和兴尚包的郭俊波、自学成才制作
南音乐器的侯亦转、妆佛的陈添友、
制作高粱扫帚的陈淑概、古法制作酱
油的吴宗洲……每一个老手艺人的
身上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手艺，更承
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一些因为社会发

展而逐渐式微的行业，因为有了他们
的坚守而散发光彩。

这 3年来，我们开设“敬老故事”
专栏，报道了投资近百万元为修建

“敬老桥”的施能狮、为老人一元理
发的青年理发师、连续六年捐资为
老人过节的萧文千、每个月为老人
送爱心地瓜的自发爱心群、获得“全
国雷锋先进个人”关爱老人的张照
汉等的故事，传播敬老风气，弘扬社
会正能量。

这3年，我们策划了“共和国同龄
人”系列报道，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之际，寻访咱厝与共和国同龄的老友
们，听他们讲述 70年的人生故事；我
们策划了“优秀晋江基层老年协会”
系列，报道协会工作成就，展示协会
风采：从罗山到紫帽，从安海到池店，
从东石到英林……我们走近一个个
基层老协会，不仅将老协会一直以来
为村（社区）和乡邻做的各种工作展
示出来，让人们了解老协会对社会老
人所做的贡献，让人们更了解老协会
的工作和意义。

因为《晚晴》的特殊性，我们对版
面做了一些改变，比如字号比正常版
面的字号要大，比如活动更加围绕老
年人展开等。我们针对老年朋友的
需要策划活动，举办了“晚晴敬老直
通车”“爱牙日义诊”等活动，与老干
局等部门联合举办“孝心陪伴日”活
动等。通过这些公益活动和报道，走
进社区和村镇，把“晚晴”精气神送达
基层，让更多老年朋友能够和我们在
一起共享快乐幸福的晚年生活。

3 年来，《晚晴》周刊始终坚持
“打造晋江老年朋友的精神家园”
“打造晋江老年朋友的交流平台”的
初心，坚持为晋江老人提供展示才
艺、交流互动的空间，开设了刊名题
写展示、才艺秀、晚晴话题等互动类
栏目，与晋江老年朋友展开了多维
度的互动。

因此，《晚晴》周刊收获了许多肯
定，也收获了各相关涉老单位、街道
老年办及基层老人会负责人的赞许
和支持。很多读者热情地写来信件
谈感情，投来稿件、书画作品，有好几
个读者不顾年迈，从乡镇辗转来到报
社表达对《晚晴》周刊的喜爱，带来自
己的信件，参与栏目的互动等。《晚
晴》周刊大量的文章被广泛关注，市
委老干局、市委文明办、街道等社会

各界官方微信纷纷转发，成为晋江老
人良好精神风貌的传播者。

3年来，《晚晴》周刊的知名度、美
誉度、品牌影响力在不断扩大，这些
离不开读者朋友的支持，感谢你们一
如既往的忠实相伴，有了你们的热切
期望和鼓励，才给了我们前进的动力
和信念，才有了《晚晴》周刊的茁壮成
长！为此，《晚晴》周刊特别向读者们
征集关于“庆生”主题的作品，可以是
书画作品、摄影作品，也可以是剪纸
作品、诗歌、闽南四句等，只要是与
《晚晴》周刊有关即可。也可以留下
你想对《晚晴》说的话。

届时，我们将在《晚晴》周刊开设
专栏，刊登优秀作品，并给予优秀作
品 精 美 的 纪 念 礼 物 。 投 稿 联 系
13505065057（电话微信同号）。

3年156期，我们一路同行

主题才艺秀 共庆《晚晴》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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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建水（61岁，池店人）

作者：洪金枝（68岁，青阳人）

晚晴敬老直通车是《晚晴》周刊主打的线下公益活动，3年来为晋江老人带去无数场义诊、金融课堂、
防诈骗讲座、免费理发等公益活动。

“敬老故事”和“晚晴匠人”等栏目报道了诸多敬老孝老的故事及坚守传统手艺的老匠人，成为《晚晴》
周刊读者最喜闻乐见的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