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来啦，快来坐，快来坐。”当我们来到锦
峰小区100周岁的黄乌赶家中时，老人家热情地
迎了上来，拉着记者的手往沙发上带，她步履稳
健，红色的中式衣服上戴着一串黄色的串珠项
链，头上挽着发髻，发髻上还别着红色的小花发
夹，衬得整个人又精神又可爱。

“我现在能自己洗衣服、梳头发，还能出去打
牌。”说起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黄乌赶笑着比画
道：“我最爱去和老朋友打牌，一有空就到外面和
他们打牌。”

黄乌赶的儿子庄空军告诉记者，老人家平时
生活很规律，从不挑食，也喜欢吃零食。“孩子们
买蛋糕什么的，我都会吃。现在几个儿子轮流照
顾我，什么都不用自己操心。”黄乌赶告诉记者，
自己现在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双手还很灵活，“过
去自己靠编葭苴赚钱养家，已经很久没有编了，
要是有咸草，我现在还能编葭苴。”

虽然已是百岁高龄，但黄乌赶的记性还很
好，“现在子孙加起来有六十几个，我都认得。”老
人从桌上拿起一张全家福，指着相片里的人一个
一个告诉记者这是谁。老人的儿子和女儿也凑
过去看，有的头像比较小看不清楚，黄乌赶会问
儿子这是谁，说着还会说起对方的趣事来，引得
三人一起哈哈大笑，让人觉得无比温馨。

爱打牌的百岁老人
青阳街道青华社区 黄乌赶 10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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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珠娘是咱厝青阳陈村社
区的老寿星。百岁高龄的她有
自己的养生“秘诀”，那就是每天
坚持锻炼身体。

每天早晨起床后，王珠娘会
自己洗漱梳妆，然后到阳台上锻
炼身体。拉伸筋骨是她每日必
做的事情。“每天都要先运动再
吃早饭，运动时间最少半个小
时，大多数要一个多小时才会停
下来休息。”王珠娘的儿媳妇何
淑卿告诉我们，多年前，王珠娘
的腿因为摔倒受伤以致行动不
便，要借助拐杖行走，但这一点
也不影响她做运动。“平时我们
要扶她，她都不要。她不喜欢别
人扶着她，喜欢自己走。”

记者来到王珠娘家中时，正
逢王珠娘在阳台上运动，只见她
手握着栏杆，双脚用力踮起再用
力落下，动作一点也不含糊，不
仅有气势，也很有力量。她还利

用栏杆拉伸手臂，“坐着的时候
就锻炼手，或者按摩脸部脖子，
练习脚的时候就扶着栏杆，一定
要用力去伸展，筋拉伸了，人才
会精神。”回到屋内沙发上休息
的王珠娘笑着跟我们说，她一边
说着，一边动起双手。她先是做
双手的伸展运动，然后又用手掌
按摩脸部和颈部，力道满满。

“我现在什么都能做，还能
穿针。”虽然要借助拐杖行走，但
是日常穿衣吃饭甚至做家务都
难不倒王珠娘。“她闲不下来，每

天都要收拾屋里，自己的房间收
拾得干干净净的，客厅的东西也
都会收拾得整整齐齐。”何淑卿
说，老人爱整洁，不管是运动还
是休息时，她都要穿戴整齐，把
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才行。

早上 9点，王珠娘才开始准
备吃早饭。“运动前不能吃早饭，
所以我是在运动之后才吃。”她
笑呵呵地告诉记者，她爱吃饭，
早饭要吃两碗稀饭，晚上要吃满
满一碗米饭。“我不挑食，人要吃
饭才有力气。”

看，咱厝百岁寿星们笑得多开心

本报讯 15日上午，一场针对老年朋友的
健康知识讲座在晋江安海镇源深老人学校举
行。

据悉，为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普
及糖尿病防治知识、传播健康文明的健康生活
方式、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源深老人学校特别邀
请安海镇卫生院医生蔡莉莉，为老人作以“做好
糖尿病管理 安享幸福晚年”为主题的健康知识
讲座，为老人们带去健康知识和祝福。

现场，安海源深老年人协会还为老人发放
重阳节慰问金及菊花茶等爱心物资。

本报讯 11日，一场特别的庆重阳活动在
晋江安海前蔡村第二网格老人会举行，前蔡村
老年人协会为村里 229 位老人发放慰问金
27.78万元，其中3位90周岁老人每人2200元；
226位60岁及以上老人每人1200元，全部慰问
金由盼盼蔡金垵基金会、阿一波敬老基金会捐
献。据悉，这是盼盼蔡金垵基金会、阿一波敬
老基金会连续10年为前蔡村老人发福利，盼盼
蔡金垵 10年捐赠累计近 300万元；阿一波李宁
波10年捐赠累计近50万元。

当天，在现场，安海交警还为老人们讲解
交通安全知识，让老人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重
阳节。

乡贤连续10年献爱心
前蔡村老友喜领红包

本报讯 11日，晋江青阳街道阳光社区老
年人协会为欢庆重阳节，为社区 400位老人每
人发放 100元过节慰问金，并携手爱心企业南
洋珠宝为阳光社区 240位 70周岁以上老人发
放爱心物资，每个老人领到了10斤米、5斤油和
一箱牛奶，提着这沉甸甸的礼物，老人们喜笑
颜开。当天晚上，阳光社区老年人协会还将携
手爱心企业兴泰酒店宴请老人，为老人送上节
日祝福。

阳光社区老年人协会负责人庄永达表示，
重阳节期间，社会各界热心企业及爱心人士慷
慨捐资，为青阳街道阳光社区老年人发放红
包、油米等福利，其中，青阳街道阳光社区居民
委员会出资 20000元、兴泰酒店董事长庄铭约
捐资 50000元、南洋珠宝捐赠 25000元物资、华
美公司林辉宙捐资5000元、社区乡贤及老年人
协会部分会员捐资约70000元，“感恩社会各界
对阳光社区老年事业发展的支持，以及对老年
人的关心。”庄永达代表社区老人致谢。

爱心企业及乡贤
为阳光社区老人发福利

资讯

安海源深老人
学习健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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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
作品，表现形式可以为摄影、绘画、书法、剪纸等。征集发出后，我们收到了不少老友发来的作品。即日起，《晚晴周刊》才艺秀栏目将陆续
在版面上选登优秀作品，通过优秀作品多角度展示老年人多姿多彩的晚年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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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艺秀·重阳主题作品选登

去采访青阳街道曾井社区102周岁的张
昌秋前，记者拨打了对方留下的手机号码，
心想着这应该是老人家属的电话。电话接
通时，那头传来一声洪亮的声音：“喂，你找
谁呀？”当记者问他是否是张昌秋家人时，电
话那头传来：“我就是张昌秋。”洪亮的声音
让人难以相信电话那头是一位百岁老人。

记者依约来到张昌秋家中，只见老人家
穿着一件红色T恤，衬得他红光满面，精神更
显矍铄。问他怎么保持耳聪目明时，老人家
笑着说：“勤做事，不要闲着。我90多岁还在
菜市场看车呢。”原来，张昌秋家就在曾井菜
市场对面，之前他每天都去菜市场帮忙看停
车位，直到这两年身体情况不允许了才没有
再去。

因为儿孙都在外地工作生活，家人为张
昌秋请了一名保姆照顾他的生活日常。“我
吃东西很随便，牙齿虽然是补的，可是现在
还能吃得动花生呢。”张昌秋笑呵呵的，秋日
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笑脸跟花一样明媚。

“我叫杨补鼎，今年104岁了。”一有人问起杨
人鉎今年几岁，他便会说着自己的小名，比画着
说起自己的虚岁有104岁了。

这位世纪老人自小没有上过学，但是他却认
识了不少字。“我以前喜欢管弦（南音），要学习唱
谱就得学着认字，跟着唱谱学着学着因此认识了
不少字。”杨人鉎有些耳背，喜欢看电视的他总是
会戴上眼镜，然后试着通过字幕来了解剧情。

杨人鉎有个特别的爱好，那就是喜欢吃葡
萄，“如果不控制着他吃，一天他能吃掉两斤葡
萄。”负责照顾他的阿姨说，一个月买葡萄的钱不
下1000元，但是他喜欢，家里人也都依着他。

杨人鉎的家人杨思彪告诉记者，之前，老人
每天要到家门口走走，有时还要去家附近的菜市
场转转，自己去买葡萄。去年开始，因为腿脚比
较无力，他就坐在轮椅上，要家人推着去，“现在
每周都要推他去，少则一次，多则两三次，出去转
一转，他会很开心。老人家，让他开心最重要。”
杨思彪笑着说道。

常言道，山中常见千年树，世上
难逢百岁人。在咱晋江，今年的百岁
老人却有111 位，比去年新增19 人，
其中女性96人，男性15人。这些世
纪老人生活得怎么样呢，他们有什么
长寿秘诀吗？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
看咱厝几位百岁老人的生活日常，一
起聆听岁月的故事。

自己接打电话的102岁老人
青阳街道曾井社区 张昌秋 102周岁

一天能吃两斤葡萄
陈埭镇南霞美村 杨人鉎 102周岁

106岁老人爱运动
青阳街道陈村社区 王珠娘 106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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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陈巧玲、雷焱、
于升志采写

扫码观看百岁老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