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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粮酿造新疆好酒
特惠半价出售
最低只需25元一瓶

《宁波老年》为读者朋友带来了一款来自新疆
的额河酒，它是由纯粮发酵的白酒，含有多种健康
因子。额河酒采用传统的老五甑工艺酿制，精选
日照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本地优质小麦、玉米、
高粱，配上额尔齐斯河无污染的雪水，经长期发
酵、分段掐酒，酒质透明、窖香浓郁，喝起来味道带
点甜味但不刺激，喉咙感觉很舒服，小酌两杯还有
益身体健康。

为答谢广大读者朋友的支持，这一批额河酒全
部半价出售，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前来选购（可散装
购买）。

规格：1箱（6瓶）
原价：41度 50元/瓶 270元/箱
46度 老窖60元/瓶 330元/箱
现价：41度 25元/瓶 135元/箱
46度 老窖30元/瓶 165元/箱
电话：87682666 87682148
团购时间：2017年2月24日（星期五）9点起

(双休日不营业）
团购地址：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一楼《宁波老

年》读者服务部（海曙区灵桥路768号）
记者 徐丽文

如今老龄人口已是“七十不稀奇，八十不算
老，九十不少见，百岁不难找”。人口寿命越来越
长，老龄化的背后，更有“年轻态”的趋势，退休之
后依然年富力强的老年人已经趋于常态化。古
人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们当然不可能要
求每位老人都做伏枥的老骥，但如果每天居家安
闲度日，不再为社会和家庭操劳，只求安度余生，
对于个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生命的浪费，这种浪
费甚至还会对老年人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社会
来说，更是一种缺憾和损失。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那些依然活跃在志愿者
队伍中的老人、有丰富多彩爱好的老人、制订目
标奋力完成的老人……总是活力十足。为什么
他们能有这么好的精气神，全在于他们老有所
为。人生老有所为，则不会觉得自己已成为社会
包袱，不会消极地“坐吃等死”，而是努力实现自
己的梦想、自己的价值，成就一个精彩的人生。

老年人工作了大半生，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知
识、技能和经验，这些都是社会的宝贵财富，这些
财富加以利用，就能发挥巨大的能量。例如《宁
波老年》曾经报道过的热心老人关注贵州贫困学
生，在捐款捐物的同时，还亲自到贵州帮助建设
新校舍；例如市委老干部局“银辉”志愿者发挥自
己所长 ，常到学校给孩子们宣讲爱国主义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因此，一方面老年人自己应该改变消极养老
的观念，另一方面，全社会也应重视老年人，开发

“老年人力资源”，支持“老有所为”群体以适当方
式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为他们
提供一些施展专长的平台，让他们发挥余热，再
立新功。

总之，老龄的人生应该有作为，老有所为才
能老有进步，老有快乐，老有所为的人生也才更
精彩。 记者 蒋继斌

“旅游文化班”
为旅游养老保驾护航

“我刚才和老年大学的同学们在旅行社报名，
打算去三清山玩一下。”2月15日，今年68岁的赵
香娣来到海曙区西门街道居家养老中心，边报名旅
游文化班，边和工作人员聊了起来。

近日，西门街道推出旅游文化班。“班级一开
出来，就有30多个人报名，大家都非常踊跃。”西
门街道居家养老中心负责人王艺璇说，他们将从
让旅游成为生活方式、新型旅游方式、旅游城市
背后的人文情怀等三方面做主题进行授课，同时
邀请旅游达人分享经验。

“旅游养老”是候鸟式养老和度假式养老的融
合体，是一种旅游+养老模式。老人们可一边养老
一边旅游，以达到既健康养生、又开阔视野，俨然已
经为了一种新的风尚。让老人的旅游更加惬意，接
收更多实用的信息，也是此次开班的主要用意。

还有不少老年人在旅游养老中做起了公益，赵
香娣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当代活雷锋孙茂芳的妹
妹，赵香娣一直以孙茂芳为榜样，通过学习提升自
己的各方面技能，在西门街道居家养老中心学习了
手机、电脑等技能并熟练运用后，把自己的学习知
识传递给别人。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毛一波

垃圾分类监督员、免费剃头匠、助老送餐13年……

这些老年朋友，活出了精彩晚年

在北仑太河盛景小区，有一群志愿者，他们
年龄最小的58岁、最大的73岁。作为“垃圾分类
监督员”，他们不仅自己主动在家里进行垃圾分
类，而且还不顾子女反对，经常翻垃圾桶检查小
区居民垃圾分类的落实情况。

今年58岁的李伟霞是这支队伍的队长，她
说，刚开始时，队伍只有16名志愿者，如今已经
发展到58人。从2014年12月份启动垃圾分类
以来，志愿者们在进行垃圾分类监督过程中，尝
尽了酸甜苦辣。

刚开始，志愿者上门去教社区居民如何进行
垃圾分类时，经常会吃“闭门羹”，有的甚至把他
们推出家门。“经常会听到一些风凉话，说我们这
些人吃饱了没事干，还有人以为我们得了什么好
处。”李伟霞说。

“垃圾分类监督员”的活干起来真的是又累
又脏，志愿者们常常对垃圾桶里的垃圾进行开袋
检查，并且用手机扫描垃圾袋上的二维码进行户
主身份识别，将垃圾拍照上传系统，因此很多志
愿者的子女都是非常反感父母做这样的事情。
73岁的志愿者丁奶奶说，她女儿开始时坚决反
对，觉得老人每天和垃圾打交道太不卫生，身体
容易生病。而且她翻垃圾桶时，还被别人误以为
靠捡破烂为生，这话传到女儿耳朵里，更让女儿
恼火。在丁奶奶的一再坚持下，她女儿的态度终
于发生了改变。

“垃圾分类监督员”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从
目前抽检情况看，该社区垃圾分类情况比以前进
步不少，开袋的厨余垃圾袋里很少发现其他垃
圾。

免费“剃头匠”服务社区居民

“周师傅，今天帮我头发修短一点。”2月21
日，又逢周信福的爱心理发屋开门迎客的日子，
一大早就有几位大伯大妈等在门口了。

周信福是海曙南苑社区大名鼎鼎的“剃头
匠”，辖区内的孤寡老人、高龄老人、瘫痪病人几乎
人人都接受过他的义务理发服务。退休后，周师
傅自告奋勇参加了南苑社区的志愿者队伍，常常
免费为老人们理发，他还在社区的支持下，开办了
一家爱心理发工作室，方便固定为老年人理发。

每周二到周四，周师傅都会带上当年开店时
留下的理发工具、白大褂，来到工作室为老人理

发。每次理发时，周师傅都和老人们聊天解闷，
有说有笑。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周师傅会主动
跟随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提供服务。但这却是份

“苦差事”，这些老人的轮椅或病床是他们全部的
生活空间，因此周师傅在为他们理发时，总要拿
出“十八般武艺”，爬上床头、单膝跪地、马步半
蹲，经常脚麻了，腿也抽筋了，可他却视这些辛苦
为乐趣。

就这样，周信福爱心理发屋的事情在小区传
开了。精湛的手艺和为人的热情，让他收获了不
少“熟客”，甚至别的小区居民也“慕名而来”。

“朱师傅，饭来了。”下午4点，应根美拿着热
腾腾的饭，从海曙尹江岸社区居家养老中心出
发，为腿脚有疾病的92岁朱大爷和他老伴送饭。

这也是应根美13年来的日常。2004年起，
海曙区开始探索低成本亲情化的居家养老之路，
尹江岸社区成立了“老人餐厅”，以解决社区内的
老人们的中晚餐问题。其间，社区社工、志愿者
也自发形成了送餐队伍，为不方便去餐厅的老人
们送餐，一送就是13年，且365天风雨无阻，应根
美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今年
已经81岁了。

“我们劝过很多次，但是她说只要走得动，就

想给老人送饭。”尹江岸社区党委书记徐剑英说，
去年4月，应根美不小心摔了手臂，骨折严重，本
以为应根美会就此“退休”，没想到，她身体一恢
复，又出现在了居家养老中心，一天两次为老人
送饭。

她也成为了老人的守护者，每次送饭时，会
观察老人的状态，不舒服了第一时间向社区报
告。有一次，有个独居老人生病了，应根美敲门
没有人应答，她马上联系了社区，以确保独居老
人的安全。

记者 徐丽文 陆麒雯
通讯员 陈红 张立 毛一波

“老有所为”才是最大的“老有所乐”

“垃圾分类监督员”酸甜苦辣都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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