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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话题 晚年再就业 咱厝老友有话说

剪纸作品：《蝶恋花》
作者：李红英（女，1965年生）

谢根和不说话的时候有些腼
腆，但是一讲起歌仔戏的各种调，
他就像变了个人，立刻能打开话

匣子侃侃而谈。他说，唱歌仔
戏调念四句是他每天生

活 的 快 乐
源泉。一
有空，他便

会自己哼唱
几句，或者拿起

快板念上一念。现在对于他来
说，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可以变
成四句从嘴里念出来。记得有一
年重阳节那天，见到老友时，他随
口就念道：“今天就是九月九，祝
福亲人和朋友。重阳佳节真快
乐，祝你健康又长寿。”老友听了
非常开心。

如今，谢根和不仅在村里为
老人会义务做会计，还报名到老
年大学学诗词、歌仔戏，“每周一、
周三上歌仔戏课，每周二上诗词
课，虽然我识字不多，但是只要能
学习，我就很开心。”谢根和说，自
己不懂手机输入法，每次写了诗
词和四句都不懂得要怎么输入手
机，都是同学帮其整理的。但是
这还是挡不住他创作的热情。“唱
起调念起四句，我心情就很好。
现在我还买了二胡、琵琶，准备学
习，到时可以自弹自唱就更开心
了。”

晚晴人物

磁灶68岁谢根和的“文艺”晚年
初伏的第一天，磁灶洋尾村的田间巷尾被阵阵蝉鸣声笼罩着，将夏天的热

烈展现无遗。站在洋尾村老年活动中心，能听到在一阵一阵的蝉鸣声中，一阵

快板夹着吟唱声音回响在村里。循声而去，在洋尾村老年活动中心后面的一幢

红砖洋楼前，一位大叔正手执快板念念有词。仔细一听，他念的是：“晋江经验

真丰富，爱拼会赢出彩句。大家要学啊诶付（‘啊诶付’闽南语音译，意为‘还来

得及’），让你越赚越富裕。”节奏轻快和押韵顺口的词，听起来很是悦耳，让人忍

不住好奇，这个人是谁？

大叔名叫谢根和，今年68岁，是村
里老人会的义务会计，帮助老人会记
账已经有10年。除了热心村里的事情
外，村里人都知道谢根和有一样爱好，
那就是唱歌仔戏念闽南四句。

“我们这个村子都是做瓷砖的，改
革开放后我也开始到处去做建材生
意，11年前才回来。”谢根和说，自己有
五个子女，当年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
到过武汉、西安，甚至黑河、大庆等地
做生意，走南闯北的生活，让他的眼界
也开阔了很多。但是无论走到哪里，
有一样东西都始终陪伴着他，那就是

家乡的歌仔戏。
“每次想家乡，或者累了的时

候，我就唱歌仔戏小调，唱一唱就
开心了。”谢根和说，歌仔戏小调
成为他在异乡的慰藉，只要环境
允许，他常常张口就唱起小调，

“有一次在大庆住旅馆，因为小
调，还和旅馆老板成了朋友，之
后去大庆都住在那里。”原来，
旅馆老板也爱唱曲，有一天发
现谢根和唱的调和他唱的很相
似，便与谢根和探讨了起来。
两人从此因曲结缘。

“小学时候刚接触到歌仔戏，我就
很喜欢，后来就学着用歌仔戏的各种
调填词。”谢根和说，因为歌仔戏的调
填词后都以四句落韵，填的词和闽南
四句极像，都讲究押韵顺口，我便开始
写闽南四句了。

闽南四句是诗歌和打油诗的综合
体，内容以闽南话为底蕴，是闽南地区
早年盛传在民间的一种口头文化，大多
以生活为主题，句子幽默、风趣，语言简
短易懂、直接明了，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口口相传。谢根和没有系统地学习创
作闽南四句，而且只有小学文化，但是
因为喜欢，加上自己善于琢磨，经常能
随口说出朗朗上口的四句来。

“吃饭、喝茶，或者做生意、买东西，
我都喜欢用四句说出来。渐渐地大家
都觉得我讲话有趣，都喜欢来跟我聊
天。”谢根和在西安做生意的时间很
长，因而在老乡的圈子里，大家都知道
他会说四句，除了喜欢来和他聊天外，
甚至有的老乡会找他为自己的品牌写
上一句广告词。“拥有信源，年年剩大
钱。”“开拓芦川，道路越走越宽。”这样
的广告语用闽南语念出来，既有美好寓
意又押韵顺口，很受老乡喜爱。

现在回来后，村里有什么好事情，
谢根和也喜欢用闽南四句贺一贺，比
如村里老人活动中心落成时，他就写
了一首四句上台表演。

摄影作品：《五里长虹》
作者：苏明再（男，1965年生）

手绘扇作品：《守护》
作者：许素吟（女，1960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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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采写

爱上闽南四句

歌仔戏陪他走南闯北 晚年的快乐源泉

黄昔强是一位退休医生，跟随儿子定居在晋江。刚开始
退休时，黄昔强就帮忙带带孙子，或者和老同事出门旅游，但
是久了就觉得没劲了，感觉自己还可以发挥余热，于是就应
聘到一家民营医院坐诊。“退休后旅游、带孙子是一种选择，
自己想再就业也是一种选择。”黄昔强觉得，退休并不意味着
老年人的才华和经验就此荒废，“许多老年人像我一样在工
作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希望能够继续为社会做
出贡献，发挥自己的余热。能够再就业不是很好的事吗？”

现在，黄昔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在医院坐诊，下午和周
末就和朋友一起泡茶聊天，或者陪伴家人。他觉得自己又充
满了活力，“我还经常参加一些义诊活动，每次活动都很积
极，因为我很喜欢在活动中与不同的人交谈，可以帮助到别
人，又可以拓宽社交圈子。”

当然，也有一部分老人选择再就业，是为了缓解经济压
力。

59岁的杨玉琼以前在工厂里做统计工作。去年儿子结
婚，今年又刚有了孙子，家庭经济负担比较重。因而对她来
说，能够再就业是“帮小辈减轻压力”。

“我现在在社区居家养老中心做服务工作，主要就是服
务老人，上门慰问、采购物资之类的，一个月工资三千多
元。”在杨玉琼看来，这个工作的时间相对宽松，还能抽空帮
忙照看一下孙子，挺好的。

“很多朋友退休后就去老年大学上课，去旅游，她们约我
一起去的时候，我有时也会想辛苦了一辈子了，是时候休息
了。可是看看家里孩子那么辛苦，我又于心不忍，想着能帮忙
一点是一点。”杨玉琼说，等过几年，孩子的压力小一点的时
候，她就会和朋友一样，去上上老年大学，过过自己的生活。

“我已经想好了到时去报国画班，学画画。”杨玉琼笑着说道。

吴素琴以前在单位食堂工作，一直做到 60岁才退休。
退休后，她在自己家的小区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孩子都在
外地上班，每天在家闲着无聊，有一次碰到小区物业主任，闲
聊一下才知道小区里有保洁员辞职了，正在找保洁员。我就
自我推荐了。”吴素琴笑着说，自己之前在食堂也常做打扫的
活，保洁工作对自己来说不是难事。

“我负责一幢楼的打扫，每天从 15楼一路打扫下来，扫
地、拖地，擦擦电梯、窗户，消防楼梯也要打扫，一般一个早上
就能完成，下午的时间就自由安排。”吴素琴说，虽然工资不
高，但每天有活干，有事做，不会觉得无聊，“因为打扫的关
系，认识了很多业主，也多了很多同龄的朋友，休息的时候会
和大家在小区里聊聊天，不会感到孤单。”

吴素琴选择再就业，除了打发时间外，主要是觉得自己
身体还不错，虽然儿女一开始都不太同意她再工作，“儿子很
不理解，说我又不缺钱用，为什么要再工作，而且还是
做保洁的工作，让他没面子。我跟他说‘劳动不分年
龄，靠双手劳动创造价值，不丢人’。后来看我做得挺
开心的，他们也就没再说什么了。”

现在，吴素琴在小区做保洁已经快6年了，她说只
要还干得动，就继续干下去，管它多少岁了。

上周，《晚晴话题》“退休后，你会选择再就业吗？”

的话题引起了咱厝老友们的热议。有的说，工作一辈

子了，退休后就应该好好享受生活，不要再操劳了；有

的则认为，自己退休了还很年轻，闲着太无聊了，有一

份工作还能发挥余热。其实，退休后是歇歇脚，还是

再找份工作，这事儿就像穿鞋，合不合适，

只有脚知道。每个人生活方式环境都不

同，选择就不同。让我们来听听几位选择

再就业老友的故事吧。

吴素琴 66岁 罗山人：

闲不住自家小区当保洁

杨玉琼 59岁 龙湖人：

力所能及帮小辈减轻压力

黄昔强 68岁 宁德人：

发挥余热 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