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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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近日，晋江市池店镇池店村老年教
育提质培优工程暨池店村老年学校改造项目建
设完成并投入使用，池店村的老年朋友们有了
新的学习环境。

据悉，池店村老年学校始建于1996年，历经
27年，教学设备普遍老旧、破损严重，已跟不上
老年教育的新需求。今年3月，池店村老年学校
被纳入“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基
层老年教育提质培优工程。池店村老年学校在
上级指导下，制定具体优化方案，投入了资金，
历经三个多月，对教室、整体环境进行改造，对
师资力量进行充实，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于日
前完成项目改造并投入使用。这不仅提升了池
店村老年学校的教育水平，而且搭建了老年人
学习新平台，满足更多老年朋友的学习需求。
池店村老年学校表示将进一步丰富适合老年人
的教学内容，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帮
助更多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资讯

池店村老年学校
“上新”啦

健康是每个人的追求，但每个人
都避免不了打针吃药。尤其是人上了
年纪后，药当饭吃是常事，每天都在不
同的药瓶里转来转去。然而，老人随
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逐步下降，能否
坚持吃、按时吃不能保证。出门在外，
带一堆药瓶也麻烦。忘记吃药、重复
吃药、吃错药、吃药不及时等一直是困
扰老年人的问题。这两年，市场上出
现了许多可以解决以上问题的智能药
盒产品。

智能药盒也叫提醒药盒、电子药
盒等，是一种具备保存、分区储存、定
时提醒服药功能的贴心家居用品。每
天的服药时间是预先设定好的，到了
设定的时间提醒声音就会响起，服药
者因此就可以准时服药。

这类智能药盒基本上都有到点提
醒吃药的功能，有的还设置了附加功
能。比如忘带、防丢功能等。药盒通
过蓝牙绑定手机，如果检测到药盒远
离手机时，就会提醒忘带，或者当你忘

记药盒放在哪里的时候，也可以通过
手机让它自己发出声音，来进行查找。

还有的智能药盒推出了亲情版，
可以链接子女手机，关注长辈使用药
盒的情况，吃没吃药都会同步提醒子
女手机，有的还可以在手机上设置服
药者的病情，通过官方给出的慢病管
理平台进行改善。

目前市面上智能药盒的体积都很
小巧，方便随身携带，采用透明PC环保
材质，结构密封性良好，可以保证药品

存放的安全性、可靠性。老年人记性
不大好，对于生病需要定时服用药物
的老人来说，选择一款合适的定时药
盒提醒服药很有必要。在实际使用
中，关于容量大小、便携程度等性能
问题，因所需人群的不同，大家也都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智能药盒的
类型。

晚晴生活百科

开栏语：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养老产业迎来了蓬勃的发展。如今老年人对于生活品质的
要求越来越高，适老化产品和设计也成为市场的热点，养老产业正朝着人性化、智能化和舒适化的方向不断演
进。随着老年消费者对适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近些年，市场上的适老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智能，为
老年人提供了更多便捷和舒适的生活体验。本期起，《晚晴》周刊开设“晚晴生活百科”栏目，介绍相关信息，为
咱厝老友们的品质生活助力。

会“叫”人吃药的智能药盒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陈巧玲，
实习生吴司韩采写

摄影作品：《海上抓鸭》
作者：许二元（男，1956年生）

剪纸作品：《礼赞八一》
作者：陈细凤（女，1953年生）

才艺秀场

王笃初不仅热心于童谣的传播，对家乡的公益
事务也很热心。因为熟悉家乡青龙寺的历史，他负
责编写了青龙寺的资料。

“王老对家乡的历史很熟悉，特别是青龙寺的
历史，很多次他都特意从香港返回，义务为海内外
来清濛参观交流的宗亲团队解说家乡的历史。”池
店镇清濛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佳林告诉我
们，平常王笃初热心家乡事务，经常带头为村里做
公益。

前两年听闻家乡要编撰宗史，他更是忙前忙后，
在宗亲的帮助下，主编完成了晋江清濛村金青王氏宗
史概况《金青传芳》一书。王笃初说，为了编这本宗
史，他陆续花了一年的时间整理完稿。“初稿大概有三
万字，修改整合下来应该有两万字。”王笃初翻着厚厚
的宗史说：“过去我们这一支的宗史记录不全，在宗亲
们的努力下，能够完成这一本书，我很骄傲。”

如今，已经83岁的王笃初仍然常常往返于香港和
晋江之间，“只要家乡有需要，我就回来”，王笃初说道。

晚晴人物

池店83岁王笃初：

孩子们的童谣爷爷
8 月 1 日下午，清濛村党群服务中

心的会议室里，池店镇工会清濛村公益
暑托班的孩子们迎来了一个特别的老
师——83岁的王笃初。

“天顶炎日头，农民汗那流。赶犁
田赶种豆，赶插秧赶锄草，辛苦为粮食，
丰收放鞭炮……”孩子们用闽南语跟着
王笃初念童谣，稚嫩又有力的声音回响
在会议室里。

孩子们念的童谣正是王笃初的作
品。王笃初是土生土长的清濛村人，后
移居香港。因为热衷
家乡文化，常常往返
于香港和晋江两地，
无偿帮人写童谣、传
播童谣，成了家乡许
多人心目中的“童谣
爷爷”。

这不，7月底，王笃初刚刚回
乡，村里过来邀请他为暑托班的
孩子们上一堂童谣课，他二话不
说就答应了。

这一堂课，王笃初准备了两
首童谣作品，一首普通话童谣《声
声赞颂祖国好》，一首闽南语童谣
《珍惜粮食要做到》，“这些都是我

之前创作的童谣，可以教给这么
多小朋友我很高兴。”王笃初笑着
说道。

王笃初从小喜欢文学创作，
“我之前参加公社工作。当时公
社组织了一个宣传队让我带队，
在公社四处宣传演出。”王笃初回
忆说，那是 1967年，刚组建的宣

传队人少精干，只有十多人，每个
人都身兼多职，又唱又演，“编剧
这些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处理
的”。王笃初说，为了达到更好的
宣传效果，他们会将乡镇发生的
好人好事通过歌舞表演和快板形
式进行宣传，从那时起，他便开始
写歌词、快板和童谣了。

1979 年，王笃初移居香港，
虽然忙着为生活奔波，但是他总
是忙里偷闲写写童谣，寄托对家
乡的思念。“后来（家乡）有些文艺
爱好者了解到我做过相关工作，
通过微信联系，托我写闽南童谣、
快板或者其他宣传历史的稿子。
我都力所能及地去做。”王笃初
说，许多人托他写童谣都是要给
幼儿园小朋友读的，因此，他总是
想着如何才能用孩子的角度去
写，既符合孩子的语言特征，又能
把正能量的信息融入进去。

用童谣宣传家乡

热心家乡公益

王笃初写的童谣有普通话的，
也有闽南语的，内容大都是以赞颂
祖国、家乡风貌为主题，或者宣传
交通安全、爱惜粮食等主题。“去年
女儿要参加泉州市的童谣比赛，需
要一首原创作品，我联系到王老，
那时他在香港，二话不说就答应

了。”清濛村组委吴姗霖打开女儿
参加比赛的视频，孩子用闽南语念
着的正是王笃初为其专门创作的
闽南语童谣《珍惜美食好品德》。

“这几年帮忙写的闽南童谣的
主要内容是介绍家乡风貌，因为远
走家乡到香港打工，所以对家乡格

外怀念，对祖国建设历历在目，家
乡的变化、人民生活的改善、公共
设施交通的便利，都让我很触动，
我希望通过童谣歌颂，让孩子们懂
得国家、人民的美好，懂得长大之
后应多做善事、为民服务，让童谣
为正能量宣传。”王笃初说道。

热衷童谣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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