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后辈们的眼里，庄文芳不仅
是个“吃货”，更是一个乐观豁达、
勤俭持家，见谁都笑呵呵的“正能
量老头”，他的一言一行都深刻影
响着家人。

庄文芳一生从事小贩生意，一
开始卖火柴、肥皂等日常用品，后
来买了裁纸机做金纸、纸盒等物
件，一直到 70 岁都没有闲下来。

“记忆里，爷爷总是每天天不亮就
起来劳动，冬天的早上天很冷，但
是五六点爷爷已经蹲在地板上裁
纸了。”庄雪红说，爷爷做的那些纸
盒子要用刀裁，有的要用线划，为
了方便，他总是蹲在地上做，一蹲
就是几小时。“他说蹲着做比较
快。”在庄雪红的记忆里，幼年的深
夜里，裁纸机一直响着，“爷爷非常

勤劳，闲不住，60多岁还踩着三轮
车自己去送货，载的货堆得比人还
高。”

工作认真、勤劳节俭、不怕累是
庄文芳给后辈们留下的家训，而他
豁达乐天不计较的态度也深深影响
着家人。“从来没看到过他愁眉苦
脸或者心事重重，什么时候都是笑
呵呵的。”在外孙媳妇陈丽玉的印象
里，庄文芳非常豁达，心胸开阔，见
到谁都乐呵呵的，“他常说心态好就
是健康的源泉。”

好的家风，好的传承，庄文芳育
有10个儿女，现在一大家子有118
人，兄友弟恭，一家人都在各自的领
域里踏实前行。诚如庄文芳的儿
子、今年76岁的庄渊墩所说：“家父
走过的百年人生，见证了国家、民

族、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年轻时凭着
一把裁纸刀，白手起家，为儿孙创下
了竖旗、曾井、洪山三大厝业，一辈
子有荣耀风光也有艰难困苦。但是
老人家始终保持豁达从容、乐观处
世、勤劳节俭的美德。在困难的岁
月里，他维护着家族的团结、拼搏的
精神，在艰苦的环境中，撑起了整个
大家族的兴旺发展。老人家的一言
一行感化着后人，鼓励着后代子孙
为整个家族、社会的发展繁荣昌盛
奋斗拼搏。”

采访结束时，庄文芳坚持要送
我们下楼，他一边指着平时散步的
路给我们看，一边笑呵呵地叮嘱
着“要常来玩”。矫健的步伐和爽
朗的笑声，让人忘记他是个白发苍
苍的百岁老人。

晚晴人物

咱厝百岁老人庄文芳：

最快乐的事是每天读报写字

本报讯 9月 22日上午，福建老年大学诗
词学会一行 22人来到晋江，开展为期 2日的交
流访问活动。交流团首先来到晋江市老年大
学参观，对学校的教学环境及教学成果给予高
度赞扬。

为更深入了解晋江文化和晋江精神，交流
团走进基层进行采风活动。他们来到丝绸之路
的考察点草庵，探寻世界唯一仅存的摩尼教寺
庙遗址。接着直奔“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
桥，领略世界上中古时期最长的梁式石桥建筑
的魅力和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随后，在东
石镇老年诗词学会会长蔡子芳的带领下，参观
了“龙江吟”诗社。

23日上午，交流团与晋江市老年大学诗词
学会开展了诗词、书画交流活动，活动内容精彩
纷呈，有古诗词吟唱、吟诵及小组唱、歌舞、朗
诵、书画表演等，形式多样。省老年大学诗词学
会副秘书长刘红杏表示，此行收获颇丰，不仅收
获了厚谊、益友和晋邑文化，还收获了晋江精
神，不虚此行。

资讯

省老年大学诗词学会
到晋开展交流访问活动

本报讯 为展现 40年来老年教育事业取
得的丰硕成果，绽放新时代老年人风采，由中国
老年大学协会和四川省民政厅主办的第九届全
国老年大学文艺会演近日在成都举行。

晋江市老年大学参演的节目《哈达献给解
放军》《歌唱祖国》双双获得兰花奖（铜奖），《歌
唱祖国》还入选闭幕式第一篇章，并作为开场表
演节目。晋江市老年大学荣获“优秀组织单位
奖”。

咱厝老年节目获全国大奖

摄影作品：《深沪港》 作者：吴坤辉（男，1947年生）

转眼秋天的气息已扑面而来，在中国大地
上，从南到北正呈现着不一样的风光，这个时
候，走出晋江，去其他城市感受秋季的多姿多彩
是个不错的选择。记者从晋江各大旅行社了解
到，最近较受人关注的出游地有西安、北京、三
亚、云南、普陀山等。

西安：千年古都秋色美
西安作为近几年新晋的网红城市，现代与

古典相结合，旅游资源极为丰富，非常适合老年
人出行。作为历史古城，西安有着众多令人耳
熟能详的景区：钟楼、大雁塔、兵马俑、华清池、
城墙等，这些景区有些非常大，但是都配备了观
光车，老年人如果体力不支可以乘车游览，毫不
费力。而且西安的美食也非常多，如果老年人
的牙口不好，到西安就对了，西安最有特色的就
是面食，羊肉泡馍、裤带面等特色美食都非常适
合老年朋友。

北京：享老北京的古色古香
有人说，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北京的秋

天是金黄色的。对于老年人来说，去北京的景
点应当首选颐和园。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始建
于清乾隆十五年（公元 1750 年），历时 15年竣
工，是清代北京著名的“三山五园”中最后建成
的一座园林。颐和园集传统造园艺术之大成，
借景周围的山水环境，饱含中国皇家园林的恢
宏富丽气势，同时又充满了自然之趣，高度体现
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准则。

云南：彩云之南的风花雪月
云南的气候对中老年人比较合适，观光地

可选择较多：在昆明可游览天下第一奇观石林；
在大理乘船游洱海风光，乘索道游苍山、清碧
溪、远观苍山大峡谷；在丽江古城，漫步街市，可
领略“家家溪水绕户转，户户垂杨赛江南”的独
特风貌，还可乘索道观玉龙雪山、游牦牛坪等景
点，丰富的行程可使老人有不虚此行之感。

业内人士特别提醒，老年人出行要做好各
方面的准备，出游最好结伴而行，出发前应检查
身体。另外，老年人出游前必须详细了解旅游
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如果目的地过冷或过热，老
人应该从健康角度出发，千万不可“逞强”或强
迫自己出行，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

欢乐出游

秋季旅游正当时
银发族赏秋胜地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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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张汉阳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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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纸作品：《祖国万岁》
作者：陈碧理（女，1943年生）

70 多岁还骑自行车上街，80 多岁
还会制作金纸，90 多岁独自乘坐公共
汽车去菜市场买菜，现在百岁了依然
每天坚持散步、读报抄写……听上去
是 不 是 很 传
奇？这个传奇
的百岁老人正
是咱厝青阳街
道 的 庄 文 芳 。
今天，让我们一
起走进这位百
岁老人的家中，
聆听他的故事。

庄文芳是青阳街道青华社区人。9月 20
日，庄文芳迎来百岁生日，其子女为他举办了
一场热闹的“期颐之福”寿宴。当晚，《晚晴》周
刊也见证了这难得一见的盛况，推出了视频与
读者共同感受百岁老人的喜悦和精气神。视
频推出后，引起各界的关注，截至26日中午，获
得 27.2万点击、1万多人转发、5000多人点赞，
人们纷纷为老人送上祝福，并被其开朗的笑容
所感染，纷纷点赞他的精气神。

的确，已经百岁的庄文芳精气神十足，每天
早上7点起床后，便自己按电梯下楼，到楼下散
步一个多小时，再回家吃早饭，然后坐在窗前读
报抄写。就在举行寿宴的前几天，庄文芳还坚
持自己列名单、写请柬，有一些请柬还亲自去
送。“外公70多岁还能骑自行车上街，80多岁还
会制作金纸，90多岁独自乘坐公共汽车去菜市
场买菜……看我们要去送请柬，他坚持要给自
己的老朋友亲自送。”庄文芳的外孙林景昌说
道。

生日当天，我们来到庄文芳家中，彼时老
人已经下楼散步回来，正在书桌前抄写报纸。
书桌摆在窗边，阳光照进来，打在老人沧桑的
手上。“没事做，就爱写字。”庄文芳说，自己小
学还没毕业，认的字有限，靠读报抄报认识了
更多的字，“我就对着报纸一行一行地抄，抄在
这些空白的地方。”庄文芳指着桌下一堆折叠
的纸张说道，这是他从家人办公室收集来的办
公废纸，“背面是空白的，可以写呀，不要浪费
了。”庄文芳勤俭惯了，一张纸都舍不得浪费，
他在办公废纸的背面写字，写的时候也尽量不
留空白，一张纸写得满满当当的才收起来，“每
天都要抄写 2000多字，既读了新闻，又练习了
写字。”庄文芳笑呵呵地说。

“外公每天坚持写字散步，写
字能静心，散步能强身健体，我觉
得外公是很有养生智慧的。”林景
昌对于外公的日常生活很是佩服。

庄文芳除了喜欢散步、读报写
字，也是个戏迷。每逢蔡厝王公诞
辰时，王公（石鼓）庙里会演两个多
月的戏，庄文芳每晚必去看戏。“看
戏回来的第二天，他会一边麻利地
糊纸盒子，一边绘声绘色地给奶奶
讲戏里的故事。奶奶就在一旁静
静地笑着倾听。”庄文芳的孙女庄
雪红记得，过去家里有一台老唱
机，庄文芳常常一边工作，一边听

歌仔戏，像《陈三五娘》《白蛇传》
《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曲目，庄文芳
都非常熟悉。

生活中，庄文芳热爱美食，从
不挑食，“我什么都吃，现在就是
稀饭、干饭配菜。”庄文芳指着自
己满口的牙说，不挑食什么都吃，
身体才会好，身体好了就不会生
病，“几十年了，我都没有生病
过。”庄文芳笑呵呵地比画着。在
庄文芳的儿孙眼里，庄文芳是个

“吃货”，对于他和美食总有说不
完的故事。

“爷爷特别爱吃猪肘子。记得

有一次，爷爷买了一个猪肘子回来
卤。当卤到八分熟的时候，爷爷就
去捞一块起来吃。奶奶说，还没有
完全卤熟呢。爷爷答道：‘你不懂，
八分熟才更有嚼劲。’爷爷啃完了
一块，又去捞一块。”“正月初五是
奶奶的生日，也是我们这个大家族
团聚的日子。爷爷喜欢做些炸鳗
鱼、炸鸡卷、焖排骨香芋给大家
吃。爷爷会自己做菜粿，要先把糯
米和白萝卜碾碎，再蒸制成糕，冷
却之后切成块，最后放入滚烫的油
锅里炸，很麻烦，但爷爷很喜欢做
给大家吃。”

扫码看视频

百岁寿宴 他亲手写请柬

热爱生活 从不挑食

以身作则 传承好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