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晴话题

学习诗词打开新世界

洪金枝 67 岁，大专文化，退休职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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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开品是广西桂林人，2016年随着在晋
江工作的女儿落户晋江，成为新晋江人。来
到晋江，闲不下来的严开品在小区洗衣店工
作，小区的老年朋友常常会结伴到洗衣店洗
衣，成了老顾客。在闲谈中，严开品得知他
们都在晋江老年大学上学，学习书法、舞
蹈。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严开品心里有了想
法。“我从1967年小学毕业后就离开了学校，
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一直从事农业劳
动。在学校的时间短，后来也没有什么机会
接触文学，一直是个遗憾。”于是，严开品便
向他们打听，上老年大学需要什么条件。“不
需要什么条件，只要想去学习，去报名就可
以。”不久，这位老顾客给严开品带回来一张
报名表，就这样，严开品在 2018年的开春时
节，成为老年大学的一名学员。“以前开春的
时候都是农忙时，现在却再次走进校园，感
受很特别。毕竟是离开学校50多年的老人，
能够再次坐在教室听老师讲课，很激动也很
忐忑。”在众多的课程里，严开品报名了诗词
班，“我想在文学方面学点知识,所以就报了
诗词班。”

可是，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的严开品来
说，诗词班的课并不容易。开学第一课，虽
然老师讲的是诗词基础知识，但他仍然听得
一头雾水，“什么平仄、押韵、对仗，什么都不
懂。那天老师教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
思》，课后老师布置了作业，让我们尝试着去
写诗。我整个人都是懵的。”没想到学习诗
词那么难，严开品心里开始打鼓，觉得自己
是不是不适合学习。于是，他找到老师，说
自己不会写诗，跟不上学习进度。老师说没
关系，慢慢来，不懂得写可以先听听先欣赏，
有疑问也可以随时问老师和同学。老师的
鼓励让严开品重新鼓起了学习的勇气，经过
几节课的学习，严开品才慢慢进入状态。“第
一次交的作业是一首绝句，四句都没平仄、
押韵。但是老师很耐心地逐句讲解、纠正。”
就这样，严开品开始了诗词的学习，一学就
是三年。

保洁员心怀诗词梦

68岁严开品的一片“诗心”

本报讯 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晋江市老
年大学诗词学会、书画学会相继开展了庆祝建
党百年主题活动。

7月1日，老年大学诗词学会在晋江市老年
活动中心举办“夕阳无限好 追梦晚情歌”大庆
建党百年诗词吟诵会，《不忘来时路》《共产党
好》赢得观众阵阵掌声。高亢嘹亮的诵读声中，
激荡着前赴后继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梦想。由老
年大学诗词班 30多名学员带来的节目——诗
书同台《百年华诞》更是将现场活动引向高潮，
抒发了老人们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

老年大学书画学会则举办了“百炼成钢——
建党百年辉煌历程”书画笔会。活动现场，书画
学会50多名会员在一起，挥毫泼墨，创作作品近
70幅，并现场展示。以书言志，以画传情，展出的
书法绘画作品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主题鲜明，抒
发了会员们对党、对国家、对新时代的挚爱之情。

本报讯 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汇演在晋江市青阳街道普照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举行，社区 500多名老人观看
演出。这场活动由青阳普照社区老人会、普照
社区居委会及普贤小学承办。

本次活动分为四大篇章，每个篇章以朗
诵、诗表演、舞蹈、独唱、大合唱为主体，通过情
景串联，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的的丰功伟绩，精
彩的节目获得了台下老人们的阵阵掌声。

本报讯 近日，晋江市安海镇菌柄村老人
喜领红包，菌柄乡贤黄家宝先生在爱子黄泓铭
十六周岁生日之际，简办喜事，热心老年人福利
事业，捐资 10万元给全村老人作为福利，每名
老人喜领200元红包。

菌柄村老年人协会会长表示，黄家宝这一
孝老爱亲的暖心行动，让全村老人都非常感
动。近年来，像黄家宝这样慷慨解囊关心村里
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乡贤有很多，整个菌柄村洋
溢着良好的孝老敬老的风气。

安海菌柄老人喜领红包

青阳普照社区老人共庆“七一”

老年大学诗词学会书画学会
开展庆建党百年主题活动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吴清华采写

只有小学文化，却有着一
颗爱文学的心；每天忙碌于保
洁工作，却坚持把业余时间用
于学习诗词，68岁的保洁员严
开品向我们展示了老年朋友
活到老学到老、勤学上进、努
力 追 求 梦 想 的 正 能 量 的 一
面。7 月 1 日，在晋江市老年
大学诗词学会“夕阳无限好
追梦晚情歌”大庆建党百年诗
词吟诵会上，他还走上舞台，
和同学们一起朗诵诗词。今
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可
爱的“老”朋友。

“五十年前离学堂，农耕田
野度时光。今天重进老年校，欲
学诗词颂夕阳。”这是严开品写
下的第一首《读老年大学》。自
从开始学诗词，严开品觉得自己
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光彩，除了
忙碌的工作外，他的精神世界也
越来越充实。

“严开品学习很认真刻苦，
他一边工作一边来上课，从不缺
课。”原晋江老年大学诗词班的
老师叶海山对严开品特别有印
象。2020年初，严开品成为某写
字楼的一名保洁员，负责地下停
车库的保洁工作。每天早上七
点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工作
又忙又累，但一有时间，他就开
始琢磨诗词。

老年大学的诗词班一周一
课，每周二上午上课。严开品
每月正好有四天休息，于是，他
把这四个休息日都留给周二。
除了准时上课，从不缺课外，严
开品抓住任何可以学习的时
间，“要跟上同学的进度，只能
自己多琢磨多学习。笨鸟得先
飞才行啊。”在严开品的家中，
客厅的桌子上堆满了他学习的
教材、诗词集，还有诗稿。每天
工作回到家中，他一边帮忙带
外孙女，一边背诵着经典的诗
词，一空下来就开始在笔记本
上写写记记，“每一句诗词的每
一个用字都要仔细地研究推
敲。”就这样，严开品慢慢已经

能写出合格的作品了。
“严开品进步非常快。”诗词

班的班长陈文震说，严开品的性
格比较内向，但是很好学，在老
师同学的帮助下进步很快，入学
一年多时间已经能写出合格的
诗词。

去年因为疫情，诗词班改为
线上上课，并通过班级诗群交
流。为此，不会微信的严开品花
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会了使用
微信上课、写诗词。每月诗词班
出题目，他都能准时交出合格的
作品。

“你看，这些都是学习的网
站。”严开品打开手机给记者看，
只见他的收藏夹里收藏了各种
诗词查韵的工具网站。过去，严
开品并不懂网络，为了学习诗
词，他不仅学会了微信上课、网

络搜索学习功能，还学会了在手
机文档里写诗作词。

诗词，让严开品的晚年生活
打开了“新世界”大门。内向的
他变得敢于和人交流。每当诗
词班举行活动，他总是积极参
与，无论是参加校内的活动，还
是参加校外的采风活动，他都
没有缺席，总是准时地交上活
动的作业。7月 1日，在晋江市
老年大学诗词学会“夕阳无限
好 追梦晚情歌”大庆建党百年
诗词吟诵会上，他参加了节目
《百年华诞》的朗诵。为了参加
彩排，严开品每天提前到车库
去打扫，提前完成工作，再赶到
学校参与彩排。彩排结束后，
又赶回去继续工作。虽然如此
奔波很是辛苦，但是严开品却
很开心。

65岁再进校园的喜悦

严开品参加诗词班八仙山采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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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陈小姐近日发现了一个暖心
的视频并将其转发到了自己的家人群
中。原来，视频讲述的是“四川眉山的
94岁奶奶赶集回来，给近 40岁孙子买
了可乐和卤鸭当零食一事”，视频的主
人正是这名40岁的孙子。网友纷纷评
论，“已经40岁了还能像孩子一样被奶
奶宠着也太幸福了。”

其实，在我国一直流传着“隔辈亲”
的说法，也就是说，相较于养育自己的
孩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孙辈的爱
显得更加亲密。而且，不仅老人对孩子
亲近，很多孩子对老人也会比对自己的
爸爸妈妈更亲，爷孙之间其乐融融。不
管晚辈的年龄有多大，在家里的老人面
前，永远只是当初那个长不大的孩子。

值得一提的是，正值暑假，孩子们
没有了上学时的强制学习时间安排，生
活作息加上饮食节奏也容易被随意打
乱。加上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当父母的
对孩子吃零食坚决拒绝，生怕孩子吃了
零食后，对主食没了胃口，会影响孩子
的发育生长。所以，老人们在带娃时，
如何帮孙辈选择健康、优质的零食，更
是显得至关重要。

一起参与本周互动话题聊聊吧！
若想投稿，欢迎添加微信 B84552165，
或通过邮箱 84552165@qq.com，发送个
人观点给记者。届时，我们会精选留
言，刊发见报，并为上榜的读者送出精
美礼品；同时，还会邀请相关专家为大
家答疑解惑，欢迎继续关注。

如何为孙辈挑选零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