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父母亲们撑起爱的天空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关爱老人活动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在传统

的敬老节日———农历九月初九重

阳节来临之际， 各地通过深入开

展老年维权优待活动、 走访慰问

送温暖活动、为老志愿服务活动、

老年文化体育活动、 敬老爱老宣

传活动， 为老年人办好事、 办实

事、解难事，在全社会营造了尊老

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

重阳节前夕， 围绕呵护老年

人精神健康的主题， 卫生系统开

展了“精神健康伴老龄，安乐幸福

享晚年”活动，向老年人及其家属

和陪护人员普及老年心理健康知

识， 各地卫生部门还通过举办医

院开放日、 康复期患者生活和技

能竞赛、组织咨询义诊、入户为居

家老年患者提供服务等活动，让

公众走近精神疾病患者、 了解精

神病医院服务内容， 逐步消除社

会歧视。

为给老年人提供才华展示平

台，在全社会树立科学、健康、向

上的生活方式， 中国老龄事业发

展基金会举办了第三届中国老年

文化艺术节，筹备了《红叶风采》

重阳大型文艺晚会演出， 组织全

国孝亲敬老之星评选活动。

全 国 妇 联 启 动 “ 心 系 老

年———孝心工程”，大力倡导子女

用孝心为老年人营建幸福的家庭

生活，并联合社会力量，搭建为老

宣教的社会资源平台， 呼吁为老

年人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从我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

从关爱自己父母和身边老年人做

起……

在辽宁， 各种形式的关爱老

人活动进社区，进校园，进工厂。

省老龄工作部门还结合 “敬老文

明号”创建活动，组织各涉老服务

部门、 窗口单位及为老服务志愿

者走访孤寡老人、困难老人、失能

老人， 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的

温暖。

在山西， 全省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拉开大幕 ，

３０００

多名老年

人热情踊跃参与； 运城舜帝德孝

文化节期间，舞蹈、声乐、相声、小

品等老年人用心准备的精彩演

出， 博得观众一致喝彩和广泛好

评。

在山东 ， 志愿者们有组织 、

有秩序地走进养老机构和老年

人家庭 ，提供家政 、照料 、护理 、

信息咨询、 心理疏导等服务；省

老龄部门还协调引导有实力的

企业开展为老年人赠送“银龄安

康”保险、彩色电视机、订阅报刊

等活动 ，推动商业 、餐饮 、文化 、

旅游、卫生等行业为老年人提供

优惠服务。

在江西 ，省老龄办与江西民

生广播、 江西中医学院合作，和

志愿者一道开展关爱空巢老人

活动， 在南昌城区为

１００

名空巢

老人免费提供心理咨询、健康检

查 、 居室保洁及物品捐赠等帮

助。

敬老宣传聚孝心、 敬老慰问

暖民心、敬老服务献爱心、敬老活

动送开心、 敬老维权保真心……

浙江宁波实施“五心”系列敬老行

动，在各涉老部门、服务窗口行业

和为老服务组织开展 “敬老文明

号”创建活动，积极倡导窗口服务

行业、单位为老年人乘车、就医、

就餐、出行等提供优先、优惠、优

质服务。

树立敬老楷模， 发挥榜样力

量，营造助老氛围。

福建省厦门市开展 “身边的

敬老之星”评选活动，通过新闻媒

体宣传，广大市民踊跃参与，倡导

全社会关注老龄问题， 支持老龄

事业，关爱老年人。青岛开展孝亲

敬老对联征集活动， 得到群众积

极响应，有的特意来信来电，抒发

参与孝亲敬老活动感受， 交流爱

老助老亲身经历， 活动期间共收

到来自省内外

３５６

位作者的投稿，

应征对联

１１１５

副。 黑龙江省老龄

办开展“情暖夕阳关爱老人”百万

龙江志愿者大行动、“孝亲敬老之

星”和“敬老模范单位”评选等活

动，引领全省各地创新形式，掀起

敬老爱老的高潮。

人人都敬老，社会更美好。各

地通过因地制宜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弘扬中华孝道文化，创新为

老服务方式，造福老年困难群体，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和肯定，

应对人口老龄化“软实力”在实际

行动中得到切实增强。

（据新华社北京

１０

月

２３

日电）

□

新华社记者 卫敏丽 崔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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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留芬：我愿再给乡亲们当五十年支书

新华社贵阳

１０

月

２３

日电（记者

王橙澄）幽静的山林间，远远传来爽

朗的笑声。 在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

淤泥乡岩博村“藏龙山庄”别致的院

子里，短发利落、笑容动人的女村支

书余留芬， 正和十来名村民围坐一

堂， 召开一个别开生面却又习以为

常的“院坝会”。

说它别开生面， 是因为扩建酒

厂、征用土地、土地入股等一系列工

作， 很快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

成；说它习以为常，是因为

１１

年的村

支书生涯中，为了岩博村脱贫致富，

余留芬不知开了多少场这样的 “院

坝会”。

还记得

１１

年前， 不满

３１

岁的她

担任村支书后召开首次 “院坝会”。

“就是用手刨，也要刨出一条通村公

路！” 她对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说。

地处贵州高寒山区深处的岩博村，

此时仍不通路、不通电、不通水，农

民人均收入不足

８００

元，来了客人连

杯茶都招待不起。

决议通过了， 上任后第

５

天，通

村路便破土动工， 余留芬既是指挥

员，又是建筑工。没有资金，她拿出做

生意的

４

万元积蓄垫上；白天，她像男

人一样，和乡亲们一起掌钢钎、抡大

锤、搬石头；晚上，她又带着村干部挨

家挨户做搬迁群众的思想工作……

就这样， 岩博村史上首位女支

书，用胆识、坚韧和身先士卒，赢得

了群众的支持， 全村出动，

３

个多月

后，一条

３

公里长、

４

米多宽的硬化通

村公路竣工。

还记得

２００５

年那

７

天，余留芬躺

在病床上召开的

１５

次会议。当时，过

度劳累的余留芬不慎一脚踩空，从

陡坡上摔了下去， 造成腰椎粉碎性

骨折。医生嘱咐：至少要躺足

６０

天，

否则可能瘫痪。但此时，矿群矛盾愈

演愈烈， 村民和矿工已到了剑拔弩

张的地步。

“这个时候村里不能缺了我。”

３８

天后， 余留芬执意出院，

７

天内在

家中的病床边召开了

１５

次村委会、

村代会，反复和矿方沟通。最后，矿

方和村民达成协议，岩博村组建

３

个

车队负责煤炭外运， 从此矿群关系

跨入和谐，岩博半数人家的

１２０

多辆

车有了可靠收入。

还记得那一次又一次的 “院坝

会”“村委会”，余留芬带领村干部为

村民们找项目， 筹资金， 谋出路：

１４８０

亩林场、藏龙山庄、小锅酒厂、

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蔬菜大棚、肉

牛养殖场、小鸡孵化厂……

如今的岩博村，村集体资产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人均纯收入

６８００

多元，拥

有大小车辆

１６０

多台， 家家住上了漂

亮的楼房，森林覆盖率达

６５％

，成了远

近闻名的先进村、文明村、示范村。

说起这些改变， 余留芬没有大

道理：“生活太苦了， 一定要换种活

法。”

２０

年前， 她从邻村嫁到岩博村

时，每天要下地种庄稼、干家务活、

照顾孩子，但土地贫瘠，广种薄收，

生活艰辛。穷则思变，她试着开起了

小饭馆、小相馆，办起了小超市……

生意出乎意料的好， 她家率先富裕

起来了。

担任村支书后， 她日夜思索的

就是如何为村里找出路。 仅有初中

文化的她，跟儿子学习电脑、打字、

上网；每隔一段时间，就带着村干部

外出考察，用相机记录下新东西、好

思路，回家后继续钻研。

最让她震撼的是华西村之旅：

“他们的发展思路不适合我们，但他

们的精神值得学习。我常在想，如果

我也能像华西村村支书吴仁宝一

样，在支书岗位上坚持

５０

年，岩博村

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村民眼中， 余留芬是 “女能

人”，更是“贴心人”：手机

２４

小时开机，

乡亲们随时能找她办事；村民肖本玉

患直肠癌后， 她开车

７

个小时把她送

到大医院；彭回香老人的房屋破旧不

堪，她自己送给老人

２０００

元钱，并申

请政府补贴，为老人建新房……

但作为女人， 她为没有时间照

顾家庭深深自责， 面对村民的不理

解，她也回家悄悄掉过许多眼泪。有

人问，你这么任劳任怨图啥？她讲了

这样一个故事： 有次气头上丈夫说

要离婚，村民们知道后，一位老大娘

专程跑到家里， 拉住她的手说：“闺

女别怕， 岩博村就是一家一碗饭也

能把你养活。”

如今， 虽然已是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 连续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

和十八大代表，但在各种名利面前，

余留芬仍然保持着最初的那份质朴

和真诚。 她像一株盛开在乌蒙山里

的腊梅，“忽然一夜清香发， 散作乾

坤万里春。”

□十八大代表风采录

霜降时节风起叶落 老年人须防“悲秋”伤身

新华社天津

１０

月

２３

日电（记

者 周润健）

２３

日是重阳节，又称

“老人节”，这一天恰逢农历二十

四节气之一的“霜降”。此时节，风

起叶落，易让人触发凄凉、孤独之

感，产生悲秋的情绪，尤其是老年

人。专家提示说，老年人通过保持

平和心态、采取一些耐寒锻炼、起

居有常、调整膳食结构等方式可

预防秋愁、秋悲。

现代医学表明，秋愁、秋悲在

一定程度上与老年人生物节律紊

乱有关，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营养科主任李艳玲介绍

说，在人的大脑中，有一个腺体叫

松果体， 它所分泌的松果体激素

有影响人体的时间生物效应。这

种分泌的激素主要受年龄的影

响。人老了之后，松果体萎缩，激素

分泌减少，致使老人睡眠时间短、

熟睡程度差， 进而导致精神委靡

不振、疲惫不堪、抑郁寡欢等病症。

另外， 传统中医认为， 秋属

金，其气燥；燥为阳邪，易耗津液；

津液损耗则肺气虚； 肺气虚则疲

倦气短、头昏乏力、食欲不振。老

年人更易受秋燥影响， 对外界不

良刺激的抵抗力、耐受性下降，心

境不宁，易产生悲愁情绪。

此外，深秋时节，寒暖流交替

往来，气温骤升骤降。在低温条件

下， 老年人体温受外界干扰的程

度较常人要严重得多， 更易导致

内分泌功能紊乱， 从而进一步导

致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甚至

出现心慌心悸、失眠多梦等症状。

“多事之秋”并不可怕，李艳

玲提示说， 老年人应保持乐观情

绪和良好的精神状态， 凡事要看

开、想开；晴朗的日子里，应多外

出活动， 如假日郊游、 登高观景

等，既可使人心旷神怡，还可接受

阳光的沐浴， 对神经系统起到调

节安抚作用；保持起居、饮食有常

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可多吃些

健脑活血的食物， 如核桃仁、鸡

蛋、豆制品等；适量采取一些耐寒

锻炼措施， 增强机体对多变气候

的适应能力，如培养用冷水洗手、

洗脸的习惯； 多参与一些有利于

愉悦身心的娱乐活动，如打牌、下

棋、养鸟等。

10

月

23

日，银川市西夏区“花瓣飞扬”老年秧歌队队员在表演秧

歌。 新华社记者 王 鹏 摄

□关注重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