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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有约

夕阳缤纷

因兴趣而相聚

7 年前，三元区红印山社区组建了一
支老年合唱队。起初，这个团队只有40多
人，是社区老年大学歌咏班成员。

“当年，我是歌咏班班长，常常叫上同
学一起到户外唱歌。最初在社区里唱，后
来中山公园成了我们的据点。就这样，‘红
印山社区文化志愿者合唱团’初现雏形。”
艺术团团长魏毓忠介绍。正因如此，现在
团员都亲切地称他“老班长”。

2018 年 3 月，合唱队正式成立，并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更名为“红印山文化志愿
者艺术团”。如今，这支团队已有151名成
员，组建了旗袍队、舞蹈队、腰鼓队、柔力球
队等多支兴趣队伍。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
50多岁，最大的80多岁。用艺术团团长魏
毓忠的话说，这是一个自发组织，一个自编
自演、自娱自乐的团队，团员没有一个科班
出身，全凭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走到了一起。

回忆起最初在社区老年大学的日子，
魏毓忠感慨万千。那是缘分的起点，是大
家“革命友谊”的开端。“那时，我们这些爱
好唱歌的人，常常一起出游，还到广场进行
唱歌表演。中山公园正在重建，我们就把
阵地转移到动车站这里来。”每周，艺术团
都会在周三晚上、双休日早上进行训练活
动，每年“五一”“七一”“十一”等，艺术团还
会进行大型演出。

魏毓忠和成员们始终坚持退休不褪
色，用自己的特长为社会服务。“加入艺术
团，不分岗位职位，但是一定要团结奉献。”
魏毓忠告诉记者。

丰富晚年生活

旗袍队队长李秀芳，同时负责藏舞、腰

鼓舞的编排策划。在退休前，她就从事单
位艺术节目的策划工作。2016年，她参加
专业旗袍秀训练，并前往杭州培训考证。为
了将艺术团的旗袍表演做实做好，她自费
购买音响，组织队员每周二、周四晚上坚持
训练，只为筑起艺术团最美的风景线。

三元区第二实验小学的退休老师林秀
梅，是非洲鼓的资深爱好者。她在网上自
费购买学习教程，几年的练习和钻研下
来，她打得一手好鼓。

今年4月的一天，林秀梅和妹妹来到
闽学文化广场跳舞，被艺术团合唱训练的
歌声吸引。她一看，这团里有很多和她年
纪相仿的人，还有同行，于是毫不犹豫地
入了团。她的加入，成为了艺术团的一个
亮点——在此前，还从来没有用非洲鼓为
合唱打鼓点的呢！

“其实我并不专业，但大家对我不吝
夸赞，让我很感动，也是让我不断学习和
进步的动力。”又能唱歌又会打鼓的林秀
梅，团员公认的多才多艺，但是她很谦
虚，虽然大部分时间做着伴奏的工作，但
她依然倾注了心血。这个艺术团，也成为
她的精神寄托。

对于李书华来说，唱歌可以锻炼肺活
量，强身健体，还能陶冶情操。曾经也是
一名教师的他，在今年机缘巧合，与艺术
团结缘。那天，他路过闽学文化广场，遇
到艺术团正在训练，一时兴起，和他们合
唱了一首歌。这可让合唱队的成员挖到了
块“宝”——唱歌这么好听，不如把他变
成艺术团的一员！

加入艺术团后，李书华的闲暇时间变
得充实，刚退休那种不知所以然烟消云
散。要说这个团为他带来了什么，李书华
说：“在这里，只要有兴趣、有胆量，就
能有舞台。每一个平凡的人，都能有展示
自己的机会。”

副团长邓绪美入团已经五年有余，他在
团里担任乐队队长。重拾放下已久的手风
琴，他和演奏黑管、萨克斯、非洲鼓、二胡、手
风琴、大提琴的十七八个人，组成乐队。合唱
不能没有配乐和伴奏，乐队的每一个人，都
是合唱团得以完美表现的“幕后英雄”。

三钢退休工人张云江，年近古稀，可
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这个年龄的人。他把
这一切归功给了艺术团。“在团里，人开
心，自然就年轻。”在这里，自由选择表
演形式，让每个人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展示风采。

为老敬老爱老

邓美珍是艺术团里的特殊成员，是一
名盲人，从旗袍队的姐妹介绍入团以来，
她已经在团里待了三年时间。这段时间
里，热爱唱歌的她参加过 11 场大型演
出，每一场，都让她难以忘怀。

在团里，大家对邓美珍照顾有加，让
她感到了大家庭的温暖。在她的身边，常常
有一位耐心的陪伴者——市特殊教育学校
退休教师蔡芬儿，搀扶着她行走，细心地提
醒路上障碍物。“我们俩常常一起表演，我
唱歌，她打手语。生活里，她对我也特别照
顾。”记者采访时，邓美珍握了握蔡芬儿的
手，感谢她平日里的关怀。

音乐，是邓美珍生活中的一束光。入团
后，她变得更加积极向上，对生活有了更多
的热爱。“有一股力量在激励着我，让我成
为乐观向上的人。”邓美珍说。

艺术团成员年龄都不小，作为本该被
孝敬的对象，他们却还用心关爱更年长的
老人。每年春节前，艺术团都会走进养老
院，把精彩的演出送到老人身边。除此之
外，他们还自费为老人购买饼干、糕点，为
老人的生活带来“甜头”。

儿时，我家住在建瓯城隅的钟楼村，开窗就
见水稻田，小河流过我门前。受活动圈子影响，
打小我就偏爱农业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最爱
看京剧《龙江颂》，仿佛故事就发生在我身边。
我甚至认为，对门那座山包就是剧中所说的“巴
掌山”，动不动就说“巴掌山挡住了你的双眼”，不
分场合念戏词，为此没有少挨大人骂。

时光如白驹过隙，觉得自己还没长大，不
知不觉却已到了退休年龄。

退休后，我在厦门当花工，第一场硬战是
抢种1200棵萼距花，这天正好是农历二十四
节气中的清明。萼距花属于亚灌木，是木本植
物中的“小不点”，种这种植株低矮的花苗看似
轻松，考验的却是“蹲功”。偏偏我有“恐蹲
症”，只得笨鸟先飞，凌晨五点准时下地。当种
了 100 棵花苗时，我看了一下表，正好六点
钟。等到种了200棵，我又看了一下表，七点
零五分。后来就越种越慢，累得腰酸背酸髌骨
酸，腿肚子像捆了沙袋，沉甸甸的。撑到太阳
当顶时，好不容易种完一半花苗，我一屁股瘫
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这个时间点花园里很安静，能清晰听到腕
表滴滴答答声，似战鼓催征。“在这个时候，我
怎么能歇得下呢？”我耳边响起京剧《龙江颂》
里江水英的台词，眼前浮现出她抱病操劳，带
领社员没日没夜抗旱夺丰收的情景。我打起
精神，一边种花，一边哼着该剧的一段西皮快
板“鼓起干劲千百倍”。华灯初上时，我终于完
成了种花任务，唱戏真是一剂“解乏药”，“疗
效”很明显。

气候变暖的现象真实存在，按说清明正是
春和景明的节气，今年的清明节不一般，偏偏
暖热如夏。柔嫩的花苗经不起“烤”验，全都耷
拉着脑袋，像霜打的茄子，这是苗木脱水的典
型表现。“抢险不能再拖延”，我耳边又响起龙
江大队团支书阿莲所唱的“西皮快流水”。我
借助园灯照射出的微弱光线，赶紧给花苗浇上
定根水，浇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透墒为止。

星空下，花苗贪婪地吸吮着土壤中的水
分，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安然入睡，就像一群
乖孩子。经过一夜吸收水分，第二天早晨，“乖
孩子们”个个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阵阵海风
从美丽的同安湾海面上徐徐吹来，“他们”扭动
着身子随风晨练，迎着朝阳做“侧身运动”，把
身体练得棒棒的。

一个熟透的苹果从果树上掉下来，这本是
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牛顿却从中悟到了万有引
力定律。我在平常的劳动中，发现唱戏能解
乏，可惜不算新的发现。专家说了，唱戏何止
是能解乏，益处多得很，老年人学唱戏对健康
长寿绝对有好处。

唱戏解乏
●黄世谦

去年中秋节，母亲因病去世。今又中
秋，我不禁想起了母亲，也想起小时候母
亲为我们亲手制作的“土月饼”。

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商店里卖的精
装月饼。每年的中秋节都是母亲给我们亲
手制作“土月饼”。每年中秋节的晚上，我
们早早吃过晚饭，母亲便开始准备制作

“土月饼”。因为家里没有白面，母亲便用
玉米面代替。母亲先把玉米面和成面团饧
着，然后开始准备“土月饼”的馅料。买
不起花生仁、核桃仁、芝麻、葡萄干等，
母亲便烀上一锅红小豆，把烀熟的红小豆
捣烂，再用纱布澄出红豆沙，加入几粒糖
精搅拌均匀，月饼馅儿就制作完成了。

做完月饼馅儿，面团也饧得差不多
了。母亲在面板上一下一下地揉着面团，
黄黄的面团被母亲揉得又细腻又光滑。然
后，母亲把面团搓成一个圆柱形的长条，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接下来，母亲
用擀面棍擀出圆圆的薄片，包上前期准备
好的月饼馅儿，然后轻轻把包着馅料的面
饼边缘紧紧捏在一起，“土月饼”的雏形就
呼之欲出了。

接下来的一道工序是，母亲要在“土
月饼”的表面用刀尖刻画出古代美女怀抱
小兔子的图案，并告诉我们月饼上的那个
古代美女就是月宫里的嫦娥姐姐。后来，

身为木匠的父亲看母亲手工制作月饼太辛
苦，便选了一块边角木料雕刻了一个月饼
模子。正面图案是“中秋佳节”四个篆
字，旁边伸展着一些花纹，边缘处还有一
圈齿状的花边儿。自那以后，母亲只要把
包了馅料的面团放进事先刷过油的月饼模
子里，然后把月饼模子合在一起轻轻按
压，“土月饼”就制作成型了。

最后一道工序是烘烤。母亲把制作好
的“土月饼”放在煮饭的铁锅里，然后小
把小把地往灶膛里添柴火，用小火慢慢地
烘烤。先烘烤一面，再烘烤另一面。大约
二十分钟后，一缕儿奇异的馨香窜出锅盖
缝隙，月饼便可以起锅出炉了。新出炉的

“土月饼”，通体金黄亮丽，饼皮酥脆可
口，饼馅香甜绵密，让人垂涎欲滴。

看着香气弥漫的“土月饼”，我和哥哥
早已急不可耐。趁母亲不注意，伸手就抓
过一个，一大口咬下去。甜甜的、香香
的、酥酥的，满嘴红豆沙的甜润，真是人
间美味！看着我们猴急的样儿，母亲眼睛
笑成一条线，嘴里说：“慢点吃，锅里还多
着呢！”

后来，家里的生活条件一天天变好
了，母亲便不再制作“土月饼”了。可儿
时中秋节母亲亲手做的“土月饼”，却一直
烙印在我们心底，香甜在心灵深处。

母亲的“土月饼”
●佟雨航

目前，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可以说，养老服务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因为习
惯和生活的原因，村里70岁左右的老人还在坚
持体力劳动的很普遍。做好农村养老服务对促进
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农村老年人具有勤劳吃苦的优秀品质。老年
人的人生阅历经验丰富，许多高手在民间。要把
优秀的老年人资源调动起来，引导他们参与乡村
振兴发展项目建设。各地要发挥老年学校的作
用，组织老年人加强思想品德、科学文化、体育
健身等内容的老年教育。

老年人要带头移风易俗，反对酗酒、吸烟、
暴饮暴食等不良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精神文
明建设中树立长者风范，积极做好关心下一代工
作，推动培育营造向善向上的良好社会风气。

农村养老服务建设应坚持城乡统筹，实现公
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建立民政、卫健、社保等部
门对口帮扶制度，提供专业培训，并通过分级诊
疗等制度，实现医疗资源的纵向整合，完善乡村
养老服务机构与医疗资源的合作机制。依托敬老
院，拓展农村老年人照护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点的建设要因地制宜。做好居
住环境卫生，不随地乱倒垃圾，保障老年人的饮
食安全，加强治安管理，防止盗窃、诈骗、虐待
老人等现象的发生，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

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
●吴刚毅

喜迎中秋与教师节（通韵）
●徐榴珍

双节相邀喜更浓，碧空玉兔映青峰。
尊师重教世风盛，赏月擎杯民趣丰。
曲唱霓裳音细细，斧侵丹桂韵融融。
莘莘学子锵锵曲，唤得嫦娥起舞宫。

观建宁莲海
●马玉太

十里清塘漫玉莲，千层花海碧连天。
游人陶醉风光秀，信步芳园不慕仙。

登 岳
●陈金清

齐鲁青青气韵殊，巍峨岱岳御风孤。
门迎旭日三天界，袍覆苍松五大夫。
十八盘梯朝帝阙，七千阶石接街衢。
扶摇直上云霄顶，纵览诸峰壮画图。

江 边（外一首）
●李国梁

漪丝网月一江明，坐爱平堤听水声。
我欲和弦迟半拍，不知流走几多情？

龟山音乐喷泉
分明仙女舞翩翩，雪臂流光不夜天。
柔美弦歌腾细浪，朦胧胴体袅轻烟。
晚风思吻曾停步，朗月回眸也失眠。
万束欢声心上喷，多情谁不恋灵泉。

诗廊词阁

观澜潮音

晚年闲暇咏心声
●本报记者 陈 渴/文 张立梓/图

8 月 27 日一大

早，位于动车三明站

的闽学文化广场长

亭内，传出阵阵昂扬

的歌声，在歌唱者的

左侧，是沙溪河。记

者走近一看，一群身

着“红印山文化志愿

者艺术团”团服的中

老年人，正就着音乐

进行表演。合唱、腰

鼓、藏族舞，形式多

样的表演展示出别

样的风采。

他们脸上的笑

容，洋溢着快乐和

满足。这是他们幸

福晚年生活的真实

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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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为合唱团伴奏
▼小组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