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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鄢卫荣 况文军报
道：为全面强化敬老院老人及工
作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进一步
提升其自救互救应急处置能力，
近日，上高县徐家渡镇应急管理
所与专职消防队来到当地敬老
院，举行了一场针对性较强的消
防安全演练。

消 防 队 专 业 人 员 向 敬 老 院
全体工作人员及入住老人，就火
灾预防知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
方法以及火灾发生时的应急逃
生技巧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细致
地讲解。演练现场，消防队员亲

自示范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并邀
请部分工作人员与老人进行实
际操作，以确保他们熟练掌握灭
火技巧。

此 次 消 防 安 全 演 练 共 有
65 名 敬 老 院 老 人 与 11 名 工 作
人 员 参 加 ，进 一 步 增 强 了 他 们
的 消 防 安 全 意 识 ，提 高 了 应 对
火 灾 的 能 力 ，为 敬 老 院 的 消 防
安 全 构 筑 起 一 道 坚 实 防 线 。
据 统 计 ，徐 家 渡 镇 消 防 队 自
2022 年 9 月 成 立 以 来 ，已 开 展
消 防 安 全 演 练 20 余 次 ，覆 盖 人
员 5700 余 人 。

徐家渡镇

消防演练守护“夕阳红”

本报讯 韩莉 徐翠微报道：
为进一步提升养老保险规范化、
标准化管理水平，确保养老保险
待遇发放准确，杜绝虚报、冒领等
现象发生，靖安县香田乡多举措、
齐动员，扎实开展养老保险资格
认证工作。

多种途径，大力宣传。该乡充
分利用组组通广播、微信、会议等方
式，广泛宣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
关政策，营造诚信申领养老保险待
遇的良好氛围，形成定期认证的惯
例，确保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资
格认证工作。

列好清单，责任到人。乡村两
级实行专人负责制，在系统数据中
筛选出临近到期认证人员名单，根

据名单做到不漏户、不漏人、严格把
关，对每一名对象做到严谨、认真、
负责地核对相关信息。

上门认证，贴心服务。针对辖
区高龄、残疾、重病等行动不便的居
民，该乡及时组织工作人员上门服
务，引导他们使用手机APP办理业
务和资格认证。敬老院等老人集中
的机构由乡劳保所组织志愿者上门
统一进行认证。群众不用跑路，一
次性办理到位。

近一个月来，全乡上门开展
养 老 保 险 资 格 认 证 服 务 500 余
人次，有效协助行动不便的老人
防范停发养老金的风险，实现定
期资格认证，按时足额领取养老
待遇。

香田乡

多举措做好养老保险资格认证

近日，上高县人民医院联合塔
下乡卫生院来到塔下乡便民服务中
心，开展“健康惠民”送健康下基层
爱心志愿活动，为老年人、留守儿
童等进行体检义诊。

活动当日，医护人员为老人免
费测量血压、血糖，做B超、心电图
等常规体检项目，还耐心地为村民

提供心血管病、糖尿病、关节炎、颈
椎病等常见疾病义诊。

此次健康惠民活动，共服务
100 多名老年人，免费发放药品价
值3000 余元，发放宣传资料200 余
份，热情的服务、真情的关怀，赢得
了村民的一致好评。

（彭辉 摄）

本报讯 杨群报道：4 月 17 日
下午，袁州区下浦街道东湖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传来一阵阵悠扬
的旋律。伴随着音乐，阿姨们翩翩
起舞，活力四射。原来这是东湖社
区联合宜春开放大学专门为老年朋
友开办的舞蹈班正在上课。

“朱姐啊，你气色越来越好
了！”“天气暖和了，又可以动起来，
哈哈哈……”熟悉的身影，亲切的
面庞，看到老朋友，大家热情地打
招呼。多年来的社区活动，让阿姨
们亲如一家人。打开音乐，钟金花
老师带领大家从拉伸开始，一步一
步完成一整套舞蹈动作，学员们跟

着老师仔细地揣摩，虚心地请教。
随后，钟老师边示范边向大家讲解
动作难点，并针对学员的舞步一一
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学员们认
真听讲、刻苦练习，并向老师大胆
提问，老师也耐心地传授动作技
巧。活动现场十分热闹，老年朋友
都被热闹活跃的气氛所感染，欢声
笑语不绝于耳。

老年舞蹈班的开办，既活跃
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又浓厚了
社区的文化氛围，实现了科学健
身和文化传承的双重社会效益，
让老年人充分享受到了文化惠民
的成果。

下浦街道

丰富老年人生活

在孩提时代，我常常听到大人们说一
句充满智慧的俚语：“后生夫妻老来伴。”
那时，我还是个懵懂少年，对这句话的含
义并不完全理解，只知道“夫妻”是指一对
可以共同生活的男女。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开始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结婚后，我初步理解了“夫妻”这个
词的含义，它代表着一种深深的恩爱，无
论是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是不可或缺
的。正如那句俗语所说：“公婆吵架不过
夜，屁股挨挨会说话。”但是，对于俚语的
后半部分“老来伴”，我仍然缺乏深刻的
体会。

如今，我已经年过古稀，金婚即将来
临，我对“老来伴”这三个字有了更深的感
悟。我和妻子已经风雨同舟近半个世纪，
经历了无数的大事小情，虽然偶尔也有磕
磕碰碰，但从未真正吵闹过，可以说是恩
爱夫妻。我曾写过一篇颇有感慨的文章

《家有贤妻幸福多》，发表于报刊，在文章
中多次表达了我对妻子的感激。

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过了花甲
之年，我们之间的“夫妻”成分逐渐减少，

“伴”的成分逐渐增加。我越来越深刻地
体会到“老来伴”的含义，它是对老年夫
妻最好的概括和总结，也提出了一个不
可回避的人生课题：如何相互当好“伴”
的角色。

有些老年夫妻没有当好“伴”的角色，
结果弄得形同路人，晚景凄凉，实在令人
惋惜。那么，如何当好“老来伴”呢？我的
体会是“三少三多”：少唠叨、多干活，少指
责、多理解，少抱怨、多感恩。人老了，话

往往就多，这是普遍现象。无论是男人还
是女人，都喜欢回忆当年。但是，为了当
好“伴”的角色，夫妻双方都需要尽量克制
唠叨，多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拖地、洗
衣、刷锅、洗碗等家务事。男方不要认为
这是“内当家”的事，也不要说什么“先吃
不管、后吃洗锅碗”。

在相互扶持的岁月里，我们逐渐认识
到，真正的爱情不仅仅是年轻时的激情和
浪漫，更是老年时的陪伴和照顾。我们学
会了在对方需要时伸出援手，在对方疲惫
时给予安慰，在对方孤独时陪伴左右。这

种“伴”的角色，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也
让我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和幸福。

因此，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夫妻，要
珍惜彼此，当好“伴”的角色，不要让岁月
的流逝冲淡了你们的感情，而是要用爱去
温暖彼此的心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
正体会到“老来伴”的幸福和美好。

要积极主动地去行动，而不是等待别
人的指示。例如，当看到伴侣晾衣服没有
晾好时，不要指责对方粗心大意，而是默
默地重新晾好。这样做不仅减少了唠叨，
还能让心情更加舒畅。

在老年夫妻的生活中，宽容和少计较
同样重要。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家中度
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习惯。有些
人可能喜欢看电视，有些人则喜欢打瞌
睡。当遇到伴侣的习惯与自己不同时，我
们应该学会宽容和理解。例如，有些人睡
觉打呼噜，是生理现象，无法改变，而有些
人则喜欢看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是爱
好，也不易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让
步和包容对方的选择，可以让彼此相处更
加和谐。

此外，老年夫妻应该尽量减少独自
行动，多结伴而行。因为“老来伴”的关
键在于“伴”，相互陪伴可以让彼此感到
更加安心和温暖。当不得不分开时，我
们会感到孤独和担心，希望对方就在身
边。因此，尽量一起行动，如一起散步、
购物等，可以增进夫妻感情，相互照顾，
让彼此更加放心。

总之，老年夫妻应该学会积极主动、
宽容少计较、多结伴而行，这样可以让生
活更加和谐、温馨和幸福。同时，这些做
法也有助于增进夫妻感情，让彼此更加
珍惜。

当我一个人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感
叹，如果我的伴侣此刻在我身边，那该是
多么美好的事情啊！生活的真谛往往就
隐藏在日常的点滴之中。彼此帮助、相互
爱慕、相互克制、相互包容，才是构筑幸福

“老来伴”关系的基石。这种相互扶持、相
互依赖的情感，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携
手前行，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成为
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老来如何相老来如何相伴伴
曾福龙曾福龙

本报讯 袁小明报道：近年来，袁州区寨下镇充
分动员老干部、老战士、老教师、老专家、老模范发挥

“传帮带”作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围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价值引领、文化熏陶，积极
开展移风易俗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广大群众
树立文明新风尚。

理论宣传入农户。该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积极拓展宣传渠道。通过开
展屋场会、板凳会、田间会活动等方式将党的创新理
论讲到群众的心坎上，融入到广大群众的思想最深
处，凝聚干群奋勇争先的“源”力量。今年以来，“五
老”人员已累计开展线上线下宣讲17场，惠及群众
1400多人次。

文明新风树典型。该镇以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为
抓手，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创新方式方法，
着力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利
用“五老”微信公众号、村民“大喇叭”等媒介，大力宣
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织开展文明村镇、“寨下
好人”“好婆婆”“好媳妇”创建评选等工作，进一步营
造乡风文明建设的浓厚氛围，持续提升村民素质，不
断增强群众主人翁意识，助推乡风文明建设。

村规民约促自治。针对不少群众存在婚丧大操
大办，陈规陋习势头有所蔓延等情况，“五老”人员抓
住关键节点，狠抓民俗日、婚事、丧事、生日、乔迁筹
备阶段等节点，提前介入，疏堵结合，防止歪风陋俗
行为发生。通过分组召开群众会、发放倡议书等，使
移风易俗宣传进村入户，引导群众抵制封建迷信、铺
张浪费、互相攀比等不良歪风。同时，督促各村建立
健全“一约四会”，发动群众参与自治，维护法规制度
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建立推动移风易俗的保障机
制。如今，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喜事廉办在全镇蔚
然成风。

寨下镇

发挥“五老”作用
助推乡风文明

爱心义剪
近日，上高县敖山镇残联组织

志愿者来到辖区接官村为行动不便
的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爱心义剪志愿
服务。

近年来，上高县敖山镇扎实做
好“一老一小”、残疾人及困境家庭

关心关爱服务，围绕服务对象需求，
深入开展有针对性的“家门口”志愿
服务活动，把更好的服务送到群众
身边，送进群众心里，不断提升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毕水军 摄）

资料图

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农村，我的父母享受
着他们的老年生活。自从他们从城里搬到
老家东湖村，他们的日常就充满了田园诗
意。每天，他们都在自家的菜地里忙碌着，
亲手种下白菜、辣椒和丝瓜等时令蔬菜，享
受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快乐。

种菜对于我的父母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生
活方式，更是一种健康的选择。他们坚信，亲
手种植的蔬菜比市场上买来的更加新鲜、健
康。因此，无论是春天播种，夏天浇水，还是秋
天收获，他们都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每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
我的父母便开始了他们的劳作。父亲拿着
锄头，母亲挎着菜篮，一同走向菜地。他们
先是为菜地松土，父亲锄头高高举起，轻轻
落下，土地被翻得松软细腻。母亲则在一
旁仔细挑选着种子，将一颗颗希望的种子
播撒在肥沃的土壤里。每一个步骤，他
们都做得一丝不苟，仿佛是在创作一幅
精美的画卷。

随着时间的推移，种子发芽、生长，父
母的辛勤付出开始显现成果。白菜长得
绿油油的，辣椒挂满枝头，丝瓜藤蔓缠绕
着支架，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每当看到

这些，父母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满足和自豪的
笑容。

每当收获的季节到来，我的父母都会邀请
亲朋好友来品尝他们亲手种植的蔬菜。看到大
家赞不绝口，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自豪和喜
悦。那种满足感，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在种菜的过程中，父母不仅锻炼了身
体，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他们互相
协助，共同面对种种困难，相互逗乐，早已
忘记了曾经的争吵和烦恼。这种简单而纯
粹的乡村生活，让他们找回了年轻时的快
乐和活力。

如今，他们的身体比以前更加健康，心
态也更加年轻。看着父母在乡村生活中找
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我深感欣慰。他
们用双手种出了绿色的希望，也种出了晚年
生活的幸福和快乐。

父母的“快乐菜园”
箬开

母亲一辈子生活在农村，每天起
早贪黑，有干不完的活，母亲的字典里
没有“节假日”这个词。

记得2000年的“五一”假期，我从
外地工作回来，想趁着假期带着母亲
去外面转转。母亲听了我的话，连说
不去不去，活还干不完呢，哪有时间去
外面转，还不如去开荒呢！母亲就喜
欢开荒，开出来的荒地什么都种，每年
荒地的收成一家人都吃不完。我对母
亲说，人不能一直干活，总要休息休息
的。母亲说庄稼人越干活越有劲，一
歇下来，浑身不舒坦。为了说服母亲，
我说这个假期可是专门给劳动者的福
利。母亲一听反驳我说劳动者能一直
有活干，才是最大的福利。我听了母
亲的话，哑口无言。

劳动节那天，我带母亲出去转转
的想法没能如愿以偿，却跟着母亲在
干涸的河道里开了一天的荒。

那天中午回到家，母亲说要给我
做好吃的，我说今天我来做饭。我在
外面工作，也学会了做饭，母亲平常一
天三顿做饭洗碗，今天是劳动节，我想

给母亲好好做一顿饭。我去房后的菜
园子里摘了茄子、黄瓜、青椒和西葫
芦，给母亲炒了一盘青椒炒茄子、肉丝
黄瓜、醋溜瓜片。母亲看着桌子上的
菜，眼角湿润了。

母亲一个劲夸我菜做得好吃，从
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母亲每天
干活，不讲究吃喝，平常很少把几样菜
分开来炒，每次做饭，自家菜园子里有
什么菜，摘来炖一锅，就是一顿饭。

吃过午饭，我抢着帮母亲洗碗，母
亲却坐立不安。

午休过后，我又跟着母亲去开
荒，在干涸的河道里，我用锄头刨地，
母亲在后面用耙子平土。母亲说，累
了就歇一会。我浑身酸痛，但口里
说，不累。

那年春节回家，母亲欣喜地告诉
我，我和她开的那块荒地，秋天收了整
整一麻袋的玉米，现在那块荒地种上
了小麦，长势也好得很。

这么多年过去了，和母亲一起过
的那个劳动节，成了我生命里永不磨
灭的记忆。

母亲的劳动节
尚庆海

工作人员正在用手机为老年人进行认证。（韩 莉 徐翠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