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0日，奉新县冯川镇圣殿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县新长征退役
军人志愿者服务队，联合开展以“义务
维修进社区 爱老助老在实处”为主题
的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免费为辖区老人提供取暖
器、电风扇、热水壶、雨伞、插头插座等
小家电、小物件的维修服务，以实际行
动践行雷锋精神。

（鄢忠铸 金 星 摄）

爱心助老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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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岚欣报道：“李大爷，
您看摄像头，眨眨眼……好嘞，认证
成功啦！”3 月 20 日上午，在上高县徐
家渡镇火溪村，82 岁的独居老人李鹤
明在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完成了养老待遇资格认证。这
是徐家渡镇开展“养老认证零距离”
上门服务的暖心缩影。

随着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全面推行
线上办理，许多老年人面临手机操作
难、子女不在家、腿脚不便等问题。为
此，该镇劳保所组建了20支由党员干
部和志愿者组成的助老服务队，携带
移动终端设备，走村入户为特殊群体

提供上门认证服务。每到一户，工作
人员都细致核对信息、耐心解答政策，
并手把手教老人操作认证流程，切实
解决部分老年人认证难的问题，确保
城乡老年人能够按时、足额领取养老
金。这一举措不仅保障了老年人的权
益，也用实际行动传承了爱老、敬老、
助老的传统美德。

该 镇 通 过“ 上 门 认 证 + 远 程 指
导+定点服务”的模式，真正实现了
认证不出门、服务送到家。自开展
上门养老认证服务以来，全镇已完
成居家认证服务 3486 人次，覆盖全
镇 20 个村。

徐家渡镇

上门养老认证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 辛蕾 记者邬文名报
道：为关爱老年人健康，提升老年人对
常见慢性病的认知与自我管理能力，
近日，万载县鹅峰乡严坑村“一老一
小”幸福院与县红十字会携手，特邀县
人民医院院长杨洲，举办了一场老年
人健康知识讲座。此次讲座以糖尿病
患者的自我管理为主题，吸引了众多
老年村民积极参与。

讲座中，杨洲结合丰富的医学知识

和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糖尿病
的发病原理、症状表现、危害及自我管
理方法。他特别强调，控制饮食、适度
运动锻炼和情绪调节是预防和控制糖
尿病的关键。通过生动的案例和通俗
易懂的语言，杨洲帮助老年人更好地理
解医学知识，掌握应对糖尿病的有效措
施。许多老年人表示，此次讲座让他们
对糖尿病有了全新认识，也意识到日常
健康管理的重要性。

鹅峰乡

老年健康讲座助力慢性病管理

本报讯 彭辉 刘水红报道：为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老年人居家生
活的安全性和便利性，近日，上高县塔
下乡社工站联合县民政局及第三方机
构，顺利完成适老化改造配备工作并开
展入户验收，切实增强了老年人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此次适老化改造配备项目惠及 1
个社区的13户老年家庭。项目启动以
来，县民政局充分发挥领导作用，提供
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精准规划改造方
向。第三方机构凭借专业技术和丰富
经验，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每户
家庭量身定制改造方案，配备了无障碍
扶手、防滑地砖、紧急呼叫系统等适老
化设施。社工机构发挥沟通协调与服

务优势，深入社区调研老年人需求，协
助确定改造名单，并在改造过程中充当
居民与施工方之间的桥梁，及时解决问
题，确保改造工作顺利推进。

在验收阶段，由乡社工站、民政局
工作人员及第三方技术人员组成的验
收小组逐户上门检查。验收内容涵盖
设施安装质量、使用效果及老人满意
度等多个方面。在晏勇明老人家中，
验收小组仔细检查了卫生间扶手的稳
固性、防滑地砖的铺设情况以及紧急
呼叫系统的响应速度。老人感激地
说：“改造后，生活方便多了，上厕所、
洗澡再也不用担心摔倒，心里特别踏
实。”据统计，此次改造配备项目的整
体满意度达到99%。

塔下乡

多方携手共建适老家园

本报讯 罗星 彭旭东报道：3
月 18 日，宜春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第
七党支部联合睿之星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支部委员会，组织 18 名党员志愿
者前往宜春市袁州区社会福利中心
开展以“情暖福利院 党员在行动”
为主题的党日活动，为老人们送去关
怀与温暖。

活动现场，党员志愿者们为老人
整理房间、打扫卫生，陪老人聊天谈
心，并安排经验丰富、手艺精湛的理发
师为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党支部
特别准备了水果、糕点、营养品等，还
为老人准备一些实用的小礼物，用实
际行动传递党的温暖，让老人们感受
到了社会的关爱。

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

情暖福利院 党员在行动

近日，医护人员在袁州区化成街道汉
港观澜小区免费为老年居民抽血化验。

当天，化成街道观澜社区联合袁州
康民医院开展义诊送健康活动，免费为

老年居民提供血常规、尿常规、彩超、视
力筛查等健康服务，吸引了众多老年人
参与。

（记者 黄永东 摄）

关爱老年人健康

一大清早，父亲又开始往冰箱
冷冻层塞报纸了。那些旧报纸，被
他叠成巴掌大的方块，整齐地码在
速冻饺子盒之间。

我在第三次清理冰箱时终于发
了火，扬手要扔掉这堆发黄的纸
块，却被父亲一把攥住手腕——他
那布满老年斑的手背迸出青筋，像
老树根死死扒着岩石。

我深夜起来喝水，瞥见阳台漏
出昏黄的光。父亲佝偻在藤椅里，
膝头摊着本老相册，食指正反复摩
挲某张照片。相纸边角卷起的地方
用透明胶粘着，正是我上午扔掉的
旧报纸碎片。

我退回阴影里。月光像把银
梳子，把他稀疏的白发梳成 1986
年的模样。那年他骑二八自行车
载我去少年宫，我环着他的腰背
诵苏轼的《赤壁赋》，背到“侣鱼虾

而友麋鹿”时，车头突然一歪——
他单手扶把，另一只手从中山装
内袋往外掏报纸，要给我演示如
何折纸船。

记忆突然泛起涟漪。那些报纸
折成的小船载着我的童年，变成纸
青蛙蹲在餐桌上；化作飞机掠过高
考前夜的台灯，机翼上写满了美好
的梦想。

晨露未散时，我鬼使神差地打
开父亲的床头柜。褪色的铁皮饼干
盒里，竟装满形态各异的报纸折纸：
千纸鹤翅膀上标着1999.7.7（我高考
的日子），宝塔尖顶着2003.8.7（我大
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日子），帆船龙骨
处卷着2007.12.12（我结婚的日子）。

最底下压着未完成的折纸，用
的是今年除夕的报纸。标题《阿尔
茨海默病新药上市》被折成花苞形
状，内页社会新闻版露出一角，上面

写着“七旬老人走失三日，随身携带
女儿童年照片”。

那天，建材市场的人用异样的
眼光看着我。我运回半吨重的亚克
力板，在客厅搭起巨型透明立方
体。父亲抱着饼干盒缩在墙角，直
到看见我把他的千纸鹤悬在亚克力
柱之间——用当年他教我系风筝的
活结，将它们一一固定。

“这是您的记忆博物馆。”我将
最后一只报纸船卡进凹槽，阳光穿
过层层叠叠的折纸，在地板上投出
流动的银河。父亲突然伸手触碰
光影，指间跃动的光斑里，三十年
前的纸船正从家门口的小溪里游
向银河系。

现在每天清晨，他都会踮脚往
立方体里添新的折纸。前天的药盒
说明书折成风车，昨天的超市小票
卷成玫瑰。那些被医学判定为“记

忆垃圾”的碎片，在亚克力迷宫里重
新焕发生机。

昨夜，我发现他蹲在立方体前，
正把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书折
成纸飞机。苍老的指节抵着机头哈
气，就像当年教我让飞机飞得更远
那样。

当纸飞机穿过重重光影，精准
地落在我为他织的毛线帽上时，两
颗泪珠正顺着亚克力板滑落，在晨
光中折射出微弱的光晕。那是父亲
对我无声的爱。

（刘 英）

记忆的碎片

清晨，我正对着镜子刮胡子，忽然闻
到一阵淡淡的茉莉花香，转头一看，老伴
正对着梳妆台细细地描眉。她穿着一件
淡紫色的旗袍，领口别着一枚珍珠胸针，
头发挽成一个精致的发髻，整个人显得
格外精神。

“哟，今天这是要去哪儿啊？”我笑着
打趣道。老伴手一抖，眉笔在眉梢画出
一道浅浅的痕迹。她连忙用棉签擦拭，
嗔怪地瞪了我一眼：“吓我一跳。今天约
了老张太太去公园散步。”

自从退休后，老伴似乎变了个人似
的，以前总说：“都这把年纪了还打扮什
么？”现在却天天对着镜子“臭美”。衣柜
里多了好几件旗袍，梳妆台上摆满了瓶
瓶罐罐，连手机里都下载了好几个教化
妆的视频软件。

周六下午，我照常去小区活动室下
棋。老马一边摆棋子一边压低声音说：

“老钱，你老伴现在可是咱们小区的风云
人物。她组建了一支老年模特队，每周
二、四下午在社区活动中心排练，听说还
要参加市里的老年文化节呢。明天下午
她们排练，你要不要去看看？”

第二天，我悄悄来到社区活动中
心，透过玻璃窗，看见活动室里站着十

几位老太太，都穿着旗袍，踩着高跟鞋，
正在练习走台步。老伴站在最前面，身
姿挺拔，步伐优雅，完全不像平时在家
里的样子。

“抬头，挺胸，收腹，注意节奏……”
老伴一边示范一边指导，“想象自己是最
优雅的白天鹅，每一步都要走出自信。”
她的声音清脆有力，眼神专注而明亮，仿
佛整个人都在发光。

我看着看着，眼眶有些发热。结婚
30多年，我从未见过老伴如此神采飞扬
的模样。她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后，总
是抱怨生活无聊，说感觉自己成了没用
的人。可现在，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
台，重新焕发了光彩。

晚上回家，我特意买了老伴最爱
吃的桂花糕。她正在整理衣柜，把一
件件旗袍仔细熨烫。我走过去，对她
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干嘛要
瞒着我呢？”

“都知道了？知道也好，我主要是怕
你笑话。”老伴转过身，眼里闪着光，“都
这把年纪了还学人家走猫步，怕你说我
老不正经。”

我边帮她把柜门拉开，边对她说：
“哪能呢？看到你这么开心，我高兴还来

不及呢。今天在窗外看你排练的样子，
让我想起了咱们刚认识那会儿。那时每
次单位搞文艺演出，你都是领舞，也是这
么光彩照人。”

老伴笑了，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年轻
时。“不过，现在也不错，我带头组建了老
年模特队，就是因为看到咱小区里有很
多老姐妹退休后都闷闷不乐、无所事事
的，有的整天围着孙子转，有的天天打麻
将，有的干脆宅在家里不出门。我就想，
咱们虽然上了年纪，但也要活得精彩，活
出自我。”老伴开心地说。

我点点头，想起最近小区里的变
化。以前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老人坐在
长椅上发呆，现在却经常看到她们穿着
漂亮的衣服，有说有笑地结伴而行。连
楼下爱打麻将的王大妈都说：“现在觉得
打麻将太浪费时间了，还是跟着李姐走
模特步有意思。”

一个月后，市老年文化节如期举
行。演出那天，我早早来到剧场，坐在
第一排。当灯光亮起、音乐响起时，我
的眼眶湿润了。老伴带领着她的模特
队，踏着优雅的步伐走上舞台。她们平
均年龄 65 岁，却走出了 25 岁的风采。
旗袍下摆随着步伐轻轻摆动，珍珠项链

在灯光下闪烁着温润的光泽，每个人脸
上都洋溢着自信的笑容。演出结束后，
全场起立鼓掌。一个年轻女孩激动地
说：“太美了！等我老了也要像她们一
样优雅地老去。”

回家的路上，我由衷地说：“老伴啊，
你不仅找回了自己的光彩，还点亮了别
人的生活。”老伴笑了，眼角的皱纹像绽
放的花朵：“是啊，我们要优雅地老去，但
不要服老。只要心态年轻，80岁也能活
出18岁的精彩。”

这就是我的老伴，一个爱“臭美”的
老太太。她用行动告诉我：年龄不是束
缚，而是阅历的积淀；老年不是终点，而
是新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我们依然
可以追逐梦想，绽放光彩，活出精彩的
人生。

（钱国宏）

“模特梦”点亮老伴的晚年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人的视
力会渐渐变差。眼睛就像照相机，需
要精心擦拭、用心保养。保护眼睛，欣
赏生活中的美好，是渐渐老去的我们
必做的功课。

老年人的眼睛，就像经历岁月沧
桑的老机器，调节功能下降，过度使用
就会雪上加霜，如果再不注意保养，眼
前的世界就会变得模糊。为了养护眼
睛，每次看手机、看电视、看书，最好不
要超过40分钟，就像学生课间休息，让

眼睛放松一下。眼睛累了可闭目养
神、眺望远方，做做眼保健操。磨刀不
误砍柴工嘛！

珍爱视力，光明一生。为了有一
双好眼睛，我也有自家的护眼秘籍。
眼睛保健仪就是我退休十三年，天天
在用的法宝。使用前，我会敷两片保
护视力的护眼保健贴，加上电动护眼
仪的动力按摩，既促进了眼周的血液
循环，起到护眼作用，还有益脸部美
容呢。

合理饮食，必不可少。要为渐渐
老去的眼睛注入活力，紫色的蓝莓、橙
色的胡萝卜、绿色的菠菜，含有眼睛必
不可少的叶黄素，都是守护“心灵之
窗”的得力助手。在饮食上注意营养，
就是保护眼睛的一个重要防线。吃些
富含维生素 A、C、E 的食物，再适当补
充维生素，是对眼睛温柔的呵护。

眼部检查，不可错过。每年的身
体检查，不可错过眼部检查。它可以
及时发现眼睛潜在的问题，如近视、远

视、老视、青光眼、白内障的隐患，守护
清晰视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注意
到自己视力的一些问题，在家里准备
了两副眼镜，一副平时用的近视眼镜，
另一副专门配的老花眼镜，读书看报
用，减轻眼睛的负担。

人到老年，希望自己每天睁开眼
睛，世界仍旧清晰。人老更要护眼，不
要错过生命里每一处的美好，这是人
生的珍贵礼物。

（高 军）

人老更要护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