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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项
针对 2.8 万多名中国人的研究表明：
经常社交可能会延长老年人的寿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何森、王自琼
团队在权威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健
康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
Community Health）发 表 的 论 文 揭
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中国老年人
的总生存期延长相关，特别是几乎每
天参与社会活动更有利于长期生存。

为了延长长期总生存期，强烈建
议老年人多多参加日常社交活动。

那么，都有哪些社交活动有助于长寿
呢？我们来听听晋江市第三医院心
理科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荣
尧怎么说。

●主动问好与微笑
如果你很害羞，你可能会发现一

个简单的笑容很快就会扩大你的社
交视野。当你微笑的时候，你会给别
人一种友好和平易近人的印象，而其
他人可能会站起来与你开始对话。

●加入兴趣团体或老年大学
不少老年人抱着“活到老、学到

老”的态度,带着精气神，或走进老年大
学，或参加兴趣小组，学打拳、学音乐、
学舞蹈、学摄影、学绘画、学书法、学英
语……通过丰富的课程学习，通过团
体娱乐活动，不仅为自己的老年生活
增添色彩，也向周围传递着正能量。

●定期担任公益活动志愿者
可以主动参与一些社区事务，加

入社区志愿者的队伍，比如担当文明
新风的宣传员、卫生环境的监督员、
社区治安稳定的巡逻员等。这样不
仅能让自己“宝刀未老”，内心还能获

得被尊重和被需要感，从而活得更加
有滋有味、丰富多彩。

●主动联系老朋友
建议老年人经常用手机打打电话

叙叙旧，经常组织活动一起出去钓鱼、
旅游，减少孤独感，增强生活乐趣的同
时，还能加深彼此的感情，一举两得。

●借助互联网社交
现在很多老人也开始使用社交

网络、拍摄短视频等，记录和分享生
活，与亲人朋友联系，融入数字时代
的大潮。

晚晴视点 越“社牛”，越长寿？

这些社交活动让你更开心

本报讯 6月 28日上午，晋江市老年大学乐
为志愿服务队联合多个志愿服务队在校园内开
展健康知识宣传与义诊服务、法律宣传与咨询
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向老年朋友发放了关
于老年肌少症的宣传资料，并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讲解了肌少症的症状、预防及治疗方法，
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这一常见的老年疾病。
同时发放了关于妇幼保健和疾病防控的宣传
资料，为老年朋友提供了视力、血压、血糖等
常规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给出了个性化的
健康建议。

志愿服务队还设立了法律咨询台，一对一
解答老年朋友的法律问题，并提供专业的法律
建议。活动现场还发放了法治宣传资料，引导
老年人遵法守纪，崇尚科学。据悉，此次活动中
多样化的志愿服务，贴合老年朋友的实际需求，
受到老年朋友的好评。

资讯

健康宣传义诊活动
进校园服务老友

没有客人来修补的时候，黄
勤成就打白铁器具，水壶、簸箕、
铁锅、面盆、铁箱、烧金桶等生活
用具。“自从开店之后，我们就开
始做白铁器具了。白铁制品轻
巧耐用，而且容易修补，比较受
人欢迎。”黄勤成介绍说，白铁皮
不是铁也不是铝，而是表面镀锌
的薄铁皮，厚度一般在 0.5毫米
左右。加工白铁皮与传统打铁
不同，没有熊熊燃烧的炉火也没

有烧得发红的铁块，而是用剪刀
裁剪，然后用铁锤敲打，直至成
块的白铁变成各种形状的成品。

在白铁制作的过程中，每一
处衔接部分都需要用手工敲打挤
压，相互扣接而成。敲打力度决定
白铁的成品质量，这是制作的最关
键步骤。力度过大易伤铁皮，容易
生锈；力度过小则衔接不牢，容易
渗透，要求敲打得恰到好处。

“平时有空就会做一些烧金
桶放着，这个是现在购买比较多
的。”黄勤成指着地上的几个烧
金桶说道。这也是小店里时常

响着“叮叮当当”敲打声的原因。
“我快 70岁了，也不知道还

能做到什么时候。就守着这个
店做到做不动就停了。”黄勤成
叹息着说，这门手艺需要长时间
坐在板凳上，日复一日的工作对
体力及耐心都是一种考验，而且
收入微薄，不符合年轻人的就业
观念，一般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
一工作。“我们家的孩子也没有
人愿意做这一行，或许再过几
年，都没有人知道锅坏了是可以
补的，没有人知道以前还有补锅
补鼎这个行当了。”

晚晴人物

安海68岁黄勤成：

敲打时光 修补人间烟火
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下午五点，只要经过晋

江安海中山中路金厝围巷口，总能听到“叮叮

当当”的敲打声，这个清脆的声音有节奏地在

寂静的小巷里回荡，让人仿佛回到过去的时光

中。这声音来自金厝围2号的小店，这是一家

有着 40 多年历史的铁艺店，专门从事修补铁

锅、铝锅、水桶，制作白铁器具等。守着这个小

店的正是68岁的黄勤成。

黄勤成从小便从事补锅、补鼎、做金桶这
门手艺，因为过程都需要敲打，他称自己为“打
铁的”，而老顾客们却亲切地叫其“阿成”或者

“补鼎（铁锅的闽南叫法）的”。
黄勤成说这门手艺是家传的，父亲靠着这

门手艺支撑起一个家，而他在13岁的时候便开
始跟着父亲学习这门手艺。“那时父亲都是挑
着担子到各个村子去做修补，我就给父亲打下
手，一边帮忙一边学习。”黄勤成说，学习了三
年，父亲才让他出师，16岁的时候，他就有了自
己的修补担，开始独立出去讨生活了。

“一个担子有上百斤重，里面有各种工具
和材料。都是铁制作品，很重。”黄勤成记得，
挑着担子游走在乡村的时候，夏天空气的燥热
和冬天凛冽的寒风都让人崩溃，但为了生活，
他依然摇响铁片铃声，不时喊上一句“补鼎补
面盆”，“那个铁片铃是由5片铁片串在一起制
作的，摇动时便会发出不紧不慢的‘嚓、嚓、嚓’
响声，人们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是我们补鼎
来了。”

那时，黄勤成每天会挑着担子去不同的村
子，先在村子走一圈，边走边收破鼎，然后在村
里找一个合适的场所安顿下来，开始修补工
作。“那个时候物资匮乏，人们又勤俭节约，用
具有一点破损了都是修补之后继续使用。而
且以前的锅全是由生铁打造，生铁不耐用，加
上柴火熊熊，铁锅很容易穿孔、漏水，所以修补
匠人很受欢迎。”

“一趟下来至少收下十几个破鼎，补鼎时
看破洞的大小，一般修补一个鼎也就收入五分
钱或者一两毛钱。补鼎用铁钉，一个铁钉 5分
钱，根据破洞的大小决定使用的数量：小的用
一个铁钉，大一点的洞要用3个，看铁钉使用情
况就知道怎么收费了。”黄勤成介绍，那时补鼎
补面盆补水桶是一个收入不错的行当，虽然辛
苦，但是一天下来有三五元，有时能有七八元
的收入。

和黄勤成一起学艺的还有他
的哥哥，那时，兄弟俩各自挑着担
子游走在乡间，虽然收入不错，但
是风吹日晒，每天挑着 100多斤
重的担子走上几十里路，常常磨
破肩膀和双脚。20岁那年，兄弟
俩一合计，在老街（中山中路）上
租了一个铺子，开始了在店里的
修补工作。

“在店里不用挑着担到处走，
不用担心风雨，也不用怕大太
阳。但是一开始没什么人知道，
只有路过的客人，以及之前常去
的乡村的顾客慢慢找过来，生意
才渐渐稳定下来。”说起初开店的
时候，黄勤成脸上充满了感慨。
开了四五年，由于老街上的店租
金不便宜，本就薄利的生意让兄
弟俩萌生了更换店铺的想法，几
经辗转，黄勤成兄弟俩找到了金
厝围 2号，“这里离老街近，租金
便宜了很多，我们终于可以安心
地埋头做生意了。”黄勤成屈着手
指算着，“搬到这里也有 40多年
了，真快啊！”

是的，时光荏苒，黄勤成和哥

哥在这一个不足 10平方米的小
店里一守便是 40余年。每天早
上开门后便一直埋头工作到晚
上，几十年如一日。“二三十年前
可以说是小店最忙的时期，每天
都有做不完的活，常常一坐就是
一天。”黄勤成和哥哥一人守着一
个工位，忙个不停。来自星塔村
的颜大叔正好拿着一个高压锅来
修，他接过话道：“是呀，那时他们
生意可好了，修补的人太多，店里
摆满了等待修补的各种大锅小
锅，还有水桶脸盆，经常要排队，
轮好几天才能取。”

随着社会发展，会用修补器
具的人越来越少，“现在每天来的
客人很不稳定，有时十几个人，有
时就两三个人。虽然现在修补一
个锅能赚二三元钱，但一天下来
收入很不稳定。”黄勤成一边帮颜
大伯修理高压锅，一边说。

虽然生意不如从前，但是他
还是每天早上早早就开门，从早
上一直坐到下午五点打烊，连午
餐都是在店里吃的。“这两年，我
大哥的身体不太好就休息了，现
在店里只有我，我不来开门，老客
户会找不到人的。”黄勤成笑呵呵
地说，做了这么多年的修补活，他

们的小店有了许多忠实的老客
户，有的一家三代都来找他们修
补，“有个顾客一开始是婆婆带着
她来的，后来变成她带着自己的
媳妇来，虽然现在来得少了，但一
有要修补的东西还是会想到这
里。”

小店四十年如一日地开门做
生意，虽然利润微薄，但是如果顾
客拿过来的锅只是一些小问题，
黄勤成也会免费为其修理。采访
的时候，一位老伯拿了一个汤锅
过来：“这个锅有点漏水，你帮忙
看看是怎么回事？”黄勤成拿过锅
看了看说道：“这里松了，敲紧一
下就不会漏了。”一边说着一边就
拿起旁边的锤子敲打了起来，随
着五六声“叮叮当当”的敲打声结
束，锅也就修好了。老伯连忙问
多少钱，可是黄勤成摆了摆手说

“不用不用，小问题。”这时，一位
中年人进来，问能不能要一块白
铁片，“你要多大自己剪。”黄勤成
指着角落里的白铁片跟对方说，
看着对方拿剪刀的姿势不对，他
还会指导他要怎么剪，缺口才会
圆润。这一块白铁片黄勤成依旧
没有收钱，“都是举手之劳，不算
什么的。”他呵呵笑道。

敲敲打打半世纪

13岁学艺 挑着担子游走乡间

守着小店慢慢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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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作品：《龙舟竞渡》
作者：吴坤辉（男，1947年生）

剪纸作品：《红心向党》
作者：陈碧理（女，1943年生）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