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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冬季出游，去体验不同
风景、感受不同城市的风情是不错
的选择：北方的人向往南方的温暖，
南方的人则向往北方的白雪皑皑。
记者从晋江各大旅行社了解到，咱
厝最近较受人关注的出游地有三
亚、哈尔滨等。

三亚

▲

感受热带风光
三亚以热带风光著称，游程不

会很累。行程一般为参观当地的植
物园、东南亚风情园、鹿回头风情
园、海南茶艺园等，美丽的热带风光
将使老人完全融进大海、沙滩、阳光
的怀抱。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这
里也是最佳的养老目的地。一些北
方常见的疾病，比如风湿性关节炎、
高血压、哮喘、便秘等，在海南会明
显减轻。

哈尔滨

▲

体验冰雪的快乐
有的人想去热带地区，有的人却

向往冰天雪地，那去哈尔滨准没错。
哈尔滨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
冰雪文化名城，有“东北小巴黎”“东
方莫斯科”的美名，市内建筑中西合
璧，特色鲜明！圣索菲亚教堂、中央
大街等都充满异域色彩。而飘着雪
的哈尔滨仿佛让人置身于童话世界。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社会科学界 2024年学
术年会分论坛暨福建省老年学学会 2024年学术
年会在石狮召开。晋江市老年学学会向年会报
送的论文，经专家评审，获一等奖 1篇、二等奖 1
篇、三等奖 3篇、优秀奖 5篇，获奖论文数量和质
量均位居全省县级学会前列。

当天，年会安排五位优秀论文作者在会上交
流发言。晋江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杨素婷
做了题为《让“长者食堂+”持续“飘香”还需回答
三问》发言，受到与会同仁的认可和赞誉。而学
会则连续第七年获福建省老年学学会论文“优秀
组织奖”表彰。

资讯

晋江市老年学学会获
省“优秀组织奖”七连冠

欢乐出游

看热带风光 赏冰雪名城
银发族冬季出游推荐

义务讲解状元故事

10月29日，晋江一中池店校区的学子们前
往池店镇钱头村，走进吴鲁世家博物馆和吴鲁
故居，近距离了解吴鲁的传奇人生，感受吴鲁心
系家国命运的爱国情怀。为他们讲解的正是吴
绶树。伴随着吴绶树生动精彩的讲解，同学们
流连于古风古韵的建筑之中，踏足每一处吴鲁
生活、学习、授业的地方。同学们瞻仰房梁上的
一块块金灿灿的牌匾——“状元”“文魁”“学政”

“紫薇高照”等，品味着每一块牌匾背后蕴藏着
的使命担当、家国情怀和动人故事。遇到不解
之处，同学们会向吴绶树提问。吴绶树则认真
地回答每一位同学的提问。

“我也不记得接待了多少来访者了，只要
有人来参观，我都会为他们仔细地讲述吴鲁的
生平，讲述他的家国情怀。”吴绶树告诉记者，
2018年，他成为吴鲁故居的文保管理员。从那
时起，他便成为义务讲解员，只要有人来参观，
他都会尽其所能为参访者讲解。

除了在吴鲁故居为来访者讲述状元故事，
吴绶树还受邀到学校去讲课，传播传统文化，

“除了讲吴鲁的故事，也教学生写书法、画画。”
虽年已古稀，但吴绶树每天都充满了活力，能
够为更多人讲述吴鲁的故事，传播吴鲁在文化
艺术和教育发展上的贡献，让身为吴鲁后人的
他深感荣幸。

晚晴人物

池店75岁吴绶树：

讲述状元故事 传播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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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巧玲采写

他是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吴鲁的第五
世孙，如今他是吴鲁故居的文保管理员，
除了日常维护打理故居，更义务为来访者
讲述吴鲁状元的传奇人生，传播吴鲁心系
家国命运的爱国情怀。除了在吴鲁故居
为来访者讲述状元故事，他还受邀到学校
去讲课，传播传统文化。

他就是吴绶树，一位75岁却活力十足
的老人，热爱传统文化，致力于传播传统
文化。今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

热爱传统文化

吴绶树热爱传统文化。他除了
自学雕刻外，还自学书法、绘画和易
经。这些年，晋江五店市、梧林等地
有大量的古建筑重修。因为他对建
筑坐向精通，古建重修团队都会找
其帮忙破土定向。

为此，他还受邀为天津大学建
筑学院的 50多名教授、博士授课。

“那次我在梧林为古建筑定向，突然
有一位外国人来和我打招呼，希望
我能为他们讲课。”吴绶树说。当了
解到这名外国人是天津大学建筑学
院的教授，正带着学生在晋江做课
题时，吴绶树欣然同意。“没想到中
国传统文化这么受欢迎，我就把他
们感兴趣的都讲讲。”那一次，吴绶
树为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50多位教
授、博士讲了近两个小时的课，“都
是讲建筑相关的内容，比如方位、朝
向，他们都很感兴趣。”说起这一次
讲课经历，吴绶树还是很兴奋，“我
只有小学毕业，没想到还能给那么
多教授、博士讲课，真的是沾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光。”

如今，虽已古稀，吴绶树却依
然不断地学习传统文化，不停地讲
述状元故事，“希望更多的人了解
吴鲁状元的故事，了解他的家国情
怀；也希望更多人喜欢传统文化。
只要有人想听，我乐意多多地讲
解，欢迎大家来状元故里参观。”吴
绶树笑着说。

参与故居重修 自学雕刻

事实上，成为吴鲁故居的文保管理员之
前，吴绶树就经常宣传吴鲁的故事。作为吴鲁
的后人，他参与了故居的修建，故居的一砖一
瓦，他都无比熟悉。“我就出生在这座房子里。
房子要重修，我肯定要尽自己的一分力。”吴绶
树指着故居其中一间房告诉记者，自己就出生
在那里。也因此，他把弘扬状元精神当成自己
的责任。

2019年，吴鲁故居学堂启动修缮。修缮后
的学堂一改以往破旧不堪的样貌，恢复原样，
为研究福建清代科举和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实
物依据。“当时，我们收集了吴鲁的一些墨宝，
还有他相关的资料，然后进行规划和布置，做
成了这个展厅，供大家参观、展览，宣扬吴鲁的
爱国精神。”吴绶树说，在吴鲁故居的家风家训
馆里，一块块牌匾、一幅幅墨宝、一篇篇诗文、
一件件珍品都是状元故事的最好载体。

而在这些展品中，有数十方石刻和木刻都
出自吴绶树之手。“这些都是我雕刻的，内容有
故居重修记，也有吴鲁的作品。”为了雕刻这些
作品，吴绶树自学雕刻技艺。除了在吴鲁故居
里的几十方石刻和木刻外，在吴鲁世家博物
馆，有一方“岳飞砚”的石拓复制品，也是出自
吴绶树之手。原来，这方“岳飞砚”原是吴鲁的
珍藏，后来遗失，幸而其后人手里有这一方砚
的拓本。为了将这一方砚重现，吴绶树购买了
石刻工具，终于复制出这一方砚石。

剪纸作品：《祥龙》
作者：洪金枝（女，1954年生）

摄影作品：《观展》
作者：苏明再（男，1964年生）

摄影作品：《晒秋》
作者：苏素华（女，1957年生）

吴绶树（左二）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师生在古建工地合影。

吴绶树为学生讲述吴鲁的故事。

吴鲁故居陈列着许多吴绶树雕刻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