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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煌 1957 年 8 月出生，晋江安海
人，泉州晋江国际机场退休干部、晋江市
老年大学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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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挖掘老党员蕴藏的正能量，池
店镇桥南社区离退休党员工作站于今年 6
月份成立。居住在桥南社区的池店镇老教
专干、老干专干黄向荣就是其中的志愿者。

在疫情期间，黄向荣参加小区志愿服
务工作时，了解到小区物业楼管员不畏艰
辛、竭尽全力为小区居民做好防疫工作，特
别是一栋楼管员的工作非常突出。为促进
小区物业公司和业主的和谐关系，黄向荣
牵头组织，协同一栋业主为楼管员送去锦

旗。
“在池店工作到退休，已经四十多个春

秋。退休后，我有幸受聘镇涉老专干、少工
委副主任，做服务老干部、关爱青少年的工
作。我觉得，是工作磨砺了我们这辈人，也
是这些发挥余热的机会使我退休后的晚年
生活更加充实 .”黄向荣说，退休老同志，健
康地活着，平淡地过着，开心地笑着，合理
地忙着，就是一种完美，就是一种财富，就
是一种快乐，就是一种幸福！

《晚晴》重阳节特别策划

您笑起来真好看

安海慰问高龄老人
本报讯 9月 26日，晋江市安海镇老龄委

对安海镇后林、后埭头、水头、曾埭、桐林、前埔、
外曾等七个村的 9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及老年
协会会长进行慰问，并举行90~100周岁寿星祝
寿活动。

据悉，重阳节将近，安海镇老龄委自9月22
日起，分片为新增 90周岁、百岁的寿星祝寿暨
对 90周岁以上寿星及各老年协会会长进行慰
问。

“重阳节来临之际，我们为这些 90周岁以
上的寿星带去了节日祝福。目前已进行了北片
区、东片区及西片区的慰问工作。”安海镇老龄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资讯

重阳节，是中国传统节日。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本报《晚晴》周刊特别策划，推出主题为“您笑起来
真好看！”的照片征集活动。

父母的笑容是儿女最大的幸福。对于每个家庭来说，老人笑脸定格的瞬间，都有一段温馨的回
忆。征集活动启动以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报收到不少老友传来的笑脸照片，并且讲述了背后温
馨的故事，以及他们幸福的晚年生活。

此次特别策划活动，旨在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同时，也让老友们感受
到来自全社会的关心和温暖，营造浓厚、和谐的节日氛围。

每个见过杨泽鸿老师的人都会被她的笑感染，
那发自内心的笑声，让人忍不住跟着荡开笑意。

杨泽鸿是晋江一中的退休老师，土生土长的
安海人。16年前退休后便开启了丰富多彩的晚
年生活。因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她每天都由衷
地高兴，惹得老伴常常调侃她：“你怎么有那么多
开心的事情，每天都笑呵呵的？”

是什么样的事让杨老师每天如此开心呢？
原来，退休后的她找到了“自我”，把过去想做又
没空做的事情都去做了一遍。

“年轻时，喜欢唱歌跳舞，可是没机会学。一
退休我就报了班，把想学的都学了。”除了学习，
杨老师还热心社区的事务。如今，她不仅是老年
大学智能手机应用班班长、灯谜班线上谜会主持
人、校合唱团成员，还是社区合唱队队长、社区腰
鼓队队长、社区巡逻队队长。

“感觉每一天都是新奇的，我在手机班不仅
学会了用手机看视频、上课，还学会了用手机买
菜。”智能手机应用的学习打开了杨老师的新世
界，而灯谜则让她变得更自信、更快乐，成为她每
天笑呵呵的源泉。

“我学习灯谜 10年了，当时偶然经过灯谜班
的教室，听到里面老师讲课，便在后面听了十几
分钟，觉得很有意思，就直接去报名了。”就这样
一次偶然，杨老师和灯谜结下了不解的缘分。“学
习了 10年，最高兴的就是出了一本自己的灯谜
书，收录了4000多条我创作的灯谜。而且好几条
灯谜还获了奖，并多次组织社区元宵灯谜会，特
别有成就感。”在杨老师看来，学灯谜制谜猜谜需
要动脑，既怡情又益智，“每天下午3点，灯谜班有
个线上灯谜会，这个月刚好轮到我当主持。除了
主持让大家交流外，我也会参与制谜猜谜。每次
看到群里夸我是制谜猜谜高手时，心里总是甜滋
滋的。”

杨老师说，孩子们大了有自己的生活不用自
己操心，每天只要做喜欢的事情就好，一想起来
心里就禁不住地幸福，“我现在每天都有期待，上
午上课、下午主持线上灯谜会、晚上社区合唱队
及腰鼓队排练，或者去社区巡逻，感觉有用不完
的劲。”杨老师话音方落，爽朗的笑声便紧接而
起，让人感受到了她发自内心的喜悦。

在晋江老年大学诗词班，有一对形影不离的
夫妻学员，每天同进同出，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让
人好不羡慕。他们就是陈文震和刘秀敏夫妇，一
起学习诗词已有三年。

陈文震和诗词结缘，来自于学生时代老师的
熏陶。退休后，回到老家晋江生活，得知晋江老年
大学有诗词班便报名参加了学习。这么多年过
去，诗词带给了他许多的成就感，让他的晚年生活
变得多姿多彩。前两年，他成为晋江市老年大学
诗词班的班长。在他的带领下，诗词班从只有十
多个学员发展到现在有60多位学员，出版了四本
诗集。今年 6月，他被中华诗词学会聘请为诗教
函授部的讲师，成为诗词高级研究班导师的助
教。这其中，让他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把老伴也拉
进了学习诗词的行列，夫唱妇随，老两口成了诗词
班里的“神仙眷侣”。

“她一点诗词基础都没有，刚学习时，一首七
绝，四句话写三天都写不清楚，现在有时候一两个

钟头就能写出一首绝句。”陈文震说起老伴学习
诗词的进步，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三年前，陈文
震建议老伴和他一起学诗词。“原来我一直在学
习柔力球，他说要有动有静，平时看他在家里学
诗词写诗词，我就跟着看一看，渐渐有了兴趣，就
和他一起报了诗词班课。”刘秀敏说，因为疫情，
诗词班变成了线上教学，陈文震成了网课的老师
之一。“老师就在身边，每天有人监督着学习，学
起来也就快多了。”

虽然是在家里，但是教的人认真，学的人也
很认真。“我让她从诗词三要素学起，要她看什
么书她就认认真真去看。很多时候是我讲她
听，有时候也会有争执，她说这个词很好，我说这
个词不对，她就翻出书来说书里都这样讲。”陈文
震说老伴很肯学、肯请教，“我有时候都被她问烦
了。”话虽这么说，但陈文震的话里充满了笑意和
欣赏。

为此，刘秀敏总是称呼自己的老伴为陈老师，
还写了一首《赞诗班网课陈老师》：“不忍三冲午夜
茶，书山撷秀格中爬。楼台近水严师月，沐浴光华
萌壮芽。”两个人在诗词上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
起进步，生活因诗词变得更加幸福。

“他要我‘一动一静’，我也要他‘一动一静’。
学习诗词是静，动的方面，我练柔力球，他练游
泳。”刘秀敏担心老伴的身体，催促着他要动起来，
于是便陪着他去游泳。年青时，因为工作，陈文震
夫妻聚少离多，如今，他们正享受着相携相伴的幸
福生活。“我视力不好，她怕我跌倒，总是走到哪里
都扶着我，去学校上课我们一起，去游泳我们也一
起，每天同进同出，觉得特别开心。”

一头白发是晋江青阳阳光社区老年人协会秘
书长庄天助的标志。退休 17年的他，退而不休，
每天都非常地忙碌。忙什么呢？忙老协会的工
作、忙自己的兴趣！虽然忙碌，但是老庄觉得自己
过得特别充实和快乐，“老了还能有自己兴趣的事
情做多么幸福！”

“退休后每天早上起床之后，我就会写一首诗
或者词。到了八点多就去游泳，每天游半个小
时。老协会有事就去处理。老年大学开学的话，
每周二就到学校上课。晚上就陪老伴散散步、看
看电视。”老庄每天过得很规律，按着自己的节奏
享受着晚年惬意的时光。“我很喜欢旅游，疫情之
前，每年都要出去旅游四五次，到全国各地走走看
看，有时也到国外去。”不能出游的日子，老庄有些
遗憾，但他在爱好里找到了自己的乐趣。

在老庄随身的包里，他最宝贝的是手机和游
泳装备，“我现在对诗词和游泳特别有兴趣，每天
写写诗作作词，把心里的所思所想用诗词表达出
来，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手机上，有他的诗友、
诗群，随时随地可以交流写诗作词的心得。而每
天半个小时的游泳时光，是他年逾古稀依然充满
活力的原因之一。“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才能去
做更多喜欢的事情。”

老年人协会秘书长一职，老庄已经当了 17
年。“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就退休这么多年了，和

老年人协会打交道也这么多年了。”老年人协会的
工作不复杂，但是繁琐，日常的红白事慰问、节日
慰问，就不是容易的事，比如要商量各种慰问细
节，不同会员情况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除此之外，
还要定期组织会员活动，开展一些老年健康学习
之类的。

“马上重阳节和国庆节就到了，我们早上刚开
了会，对双节活动进行了探讨。”25日一大早，老庄
早早地去游完泳，并在上午九点准时来到老年人协
会办公室开会。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他认真地记
录着每一个人的发言，并在会后进行了总结。“这只
是日常工作。我很高兴能够为协会做一些事情。
你看，日子过得多充实、多快乐。”说话间，老庄的脸
笑开了花，在白发的衬托下，充满了活力。

发挥余热让生活更加充实 人物：黄向荣 68岁

新奇的每一天让她无比开心
人物：杨泽鸿 72岁

“神仙眷侣”的幸福生活 人物：陈文震 74岁 刘秀敏 71岁

做自己喜欢的事最快乐
人物：庄天助 77岁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吴清华采写

本报讯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为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社
会风气，本报《晚晴》周刊特别征集有关重阳节
主题作品，表现形式可以为摄影类（照片）、书法
类（硬笔、软笔）、平面（剪纸）等。

我们将在版面上选登优秀作品，旨在通过
优秀作品，多角度展示老年人多姿多彩晚年生
活，从而营造崇文尚艺、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
老为美、助老为乐的社会新风。

征集时间：截至10月4日。联系方式：电话
或者微信，13505065057。

才艺秀出来
重阳节主题作品征集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