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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有约 诗廊词阁

夕阳一抹

“您今天想吃 A 套餐还是 B 套餐
呀？今天有黑椒猪排、海带排骨汤、
木耳炒肉、炒青菜。”上午11点半，家
住永安市燕南街道阳光丽景小区的王
大爷、赖奶奶夫妻俩就来到将军山社
区的长者食堂吃午饭了。工作人员一
边忙着手里的活儿，一边热情地招呼
着前来就餐的老人们。

每到中午，永安市燕南街道将军
山社区的长者食堂就热闹起来，附近
的老人和学生陆陆续续赶过来。他们
可以在这里吃上一份热气腾腾、价格
不贵的午饭。

王大爷、赖奶奶两位老人独自居
住，儿女都不在身边。自从将军山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开设了长者食堂，
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来。

“我今年 85 岁，老伴也 80 岁了，
年纪大了不想自己做饭，正好社区有

这个食堂，太方便我们这些老人了。
走过来不到五分钟，饭菜特别好吃，
干净卫生，解决了我们老两口的吃饭
问题。”王大爷夫妻俩还能和邻居们聊
聊天，享受每天的幸福时光。

据燕南街道将军山社区党工委书记
朱敏珍介绍，社区里60岁以上的老人有
1600多名，还有不少独居老人。“开设长者
食堂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老人用餐，解
决老年人实际的用餐需求。二荤一素一汤
一主食一份水果的套餐，老年人优惠价格
只要13.2元，我们还可为空巢老人、行动
不便人士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每天可以在小程序上看到一周的
菜单，我有时间就会过来和大家一起
吃饭，退休后的生活有滋有味。”将军
山社区退休在家的居民李阿姨说。在
这里能享受的不仅仅是美食，还有一
份社区对老年人的关爱。食堂设在将

军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老人们在
吃完饭后还可以享受服务中心提供的
便民服务，参与文化活动。

在永安，像这样的长者食堂已建成
7个，形式多样，有依托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等的，也有依
托具有餐饮服务能力和资质的餐饮企
业、养老机构建设运营的，以及在社
区、村新建项目中嵌入长者食堂的，主
要是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

在永安市大湖镇岭干村，82 岁的
温奶奶带着自己种的小白菜来到村部
的“幸福院长者食堂”，她带来的菜能
够抵扣她中午部分的伙食费。“在这里
吃饭方便又卫生，能吃自己种的菜，
省得自己在家做饭麻烦。”温奶奶开心
地说。

岭干村长者食堂以老人搭伙互助
为主要运营模式，对岭干村60周岁以

上老年人提供就餐服务，老年人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费用自理。

“食堂厨具和公用物品由村委会购
置和组织社会捐赠，食堂水电费用由村
财承担，伙食标准由入伙老人协商确定，
有固定就餐的老人可以提供大米、肉菜
等食品，按价折抵伙食费。”岭干村村支
书俞泽健介绍。老人平均一餐不到4元
钱，食堂伙食费每月结算公布一次。

永安市长者食堂运营以来，服务
了近千名的老人用餐。永安市民政局
副局长杨宋明说：“我们希望通过建设
长者食堂老年人助餐场所，提供安全
可靠的就餐环境，并积极探索符合实
际的‘长者食堂+助餐点+配餐送餐就
餐’服务模式，帮助老人们解决‘做
饭难、吃饭难’问题，让他们食有所
安、老有所依，不断提升幸福感和获
得感。”

“二十大精神暖心房，落地生根促
发展……”晴天里，建宁县万安桥下
的长廊里传来一首朗朗上口的三句
半，这是县里的荷韵民乐队根据党的
二十大精神彩排的新节目。

“这是我们自己创作的，我们老年
人也要用自己的方式学习领会党的二
十大精神。”乐队队长廖光朗笑着说。

乐队里的队员们曾是工厂的职
工、学校的老师、经商的个体户和种
地的农民。眼下，他们虽都已是年过
花甲的老年人，却能把不同的民乐器
玩得有模有样，吹、拉、弹、唱样样
精通。他们给自己的队伍起的名字充
满了建宁的莲香味。队中年龄最大的

78岁，平均年龄65岁。
说起这支荷韵民乐队，还得从廖

光朗讲起。廖光朗是建宁县教育局的
退休干部，也是这支队伍的发起人。
廖光朗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师范生，
在校读书时音乐才华就崭露头角，弹
得一手好键盘，拉得一手好二胡。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农村工作，曾
组织过公社、大队的文艺宣传队。
2005年，老廖退休后，发现生活缺少
了点什么，于是便着手组建民乐队，
这样既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也能
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在他的号召下，一群热爱民族乐
器的老年朋友很快便聚在一起。他们

都有较好的音乐素质，有的擅长几种
乐器。要组织一个乐队，仅一两种乐器
是不行的，笛子、扬琴、板胡、琵琶一样
也不能少。老廖就物色人员进行培训。
经过几年的精心培育，如今乐队行当基
本齐全。

“刚开始，最难的还是没有合适的
场地排练。”廖光朗回忆，“天气好就在
室外练习，或者借用别人的场地，不过
没有固定的场所真的不方便。”经过一
番寻找，2015年，桂园公园小阁楼成了
乐队专属排练场。

虽然有了固定场所，但因年久失
修，好不容易找到的宝地也没办法投入
使用。

“那里到处是霉斑，天花板的白灰
还时不时掉下几块。”乐队的二胡能手
张循宵那时候真是哭笑不得，“我们都
是普通爱好者，经费比较紧张，哪有
钱修？”不仅如此，乐队外出表演的经
费，公用乐器的购买、维修都是不小
的开支。

为了改善条件，乐队开始承接一
些演出，来维持相关开支，政府部门
向乐队提供了帮助，许多爱心企业也
伸出了援手。2019年，这间小阁楼终
于完成修缮。“这就是我们梦想中的完

美场地，以后唱歌录音可以很方便
了。”乐队主唱彭大姐开心地说。

如今，荷韵民乐队人丁兴旺，从
成立之初的七八人，发展到近二十
人，遇到节假日，从外地返乡的老同
志也会回到乐队，同大家一起表演。

廖光朗说：“现在我们基本都是开
展义务公益演出，每到重阳节、元旦
等节日，队员们都会一起到乡下同其
他老年朋友过节。通过改编，以通俗
易懂的形式向他们传达党和政府的新
政策、新思想，在观看节目的同时，
也能吸收知识。”乐队参加县里的“三
下乡”活动，到过濉溪、里心、黄埠
等乡镇，最近队员们还把新创作的

《二十大盛会放光辉》三句半带到黄坊
乡将上村演出。

“我们还到过泰宁、宁化等周边县，
同当地的老年协会一起交流联欢。今年
三明市的老年协会还到里心镇同我们
一起为群众送上精彩的演出，每次我们
到哪，当地的群众都会非常开心。”老廖
自豪地说。

老廖说，大伙能够聚在一起，都是
因为热爱。这些爱好音乐的老年朋友快
乐歌唱，为莲香文化发挥余热就是他
们的最大心愿。

莲乡民乐荷韵欢
●本报建宁记者站 陈 震 曾 程 文/图

永安永安：：让长者食有所安让长者食有所安
●●本报永安记者站本报永安记者站 邹邹 雯雯 通讯员通讯员 林露萍林露萍 陈子恒陈子恒 文文//图图

农家乐吟（外一首）

●杨华泰

农家乐吟

桃花仙谷流水淌，
绿满农家乐声扬。
犬吠鸡鸣牧畜旺，
鱼肥稻丰谷飘香。
乡村沃野炊烟暖，
淡饭粗茶日喜洋。
盛世呈祥欣如意，
勤耕尚文瑞福长！

庭院赏兰

淡雅芳馨沁心灵，
花繁叶绿美门庭。
不经巧匠勤培育，
哪得清新醉眼明？

夜游龟园庙会（外二首）

●李廉德

夜游龟园庙会

大红气象福争先，
溢彩流光不夜天。
灯海欢腾妆节景，
人潮涌动乐心田。
驻观火树民安愿，
游赏银花国泰年。
春意浓浓臻火爆，
燕江浅唱喜空前。

除夕即兴

灯联迎兔至，今夕景非常。
福降瘟魔遁，春临瑞气扬。
举杯辞老虎，挥笔谱新章。
守岁歌而舞，荧屏乐未央。

步虹桥通行

彩虹牵两岸，燕水放歌喉。
昔日经年隔，今朝夙愿酬。
路园欣共舞，晨晚乐同游。
白鹭惊而喜，凭栏景夺眸。

新年赋
●陈振本

寒风去雪，癸卯初至，沐光而
行，岁且更始。北风拂面而心怀
暖阳，祈愿于春而四季如是，纵烟
火于除夕，作诗赋以记之。

逢良辰而煮酒，
恰吉时以赋歌；
椒花献颂，
推盏敬棣华之会；
柏酒浮春，
厅堂聚至亲之人。
祈神明于庙宇，
添福寿于来年；
染天际之烟火，
照前路于茫茫。
着新装之今朝，
除旧岁于过往。
九洲共举，
华夏同辰。

大疫三载而百业待兴，
岁月缱绻而葳蕤生香。
回首征程，
艰酸苦恨之路；
眺望未来，
炎黄复兴之道。
擘画蓝图，
二十大之所绘；
上下同行，
是所望于群公。
今岁何伊伊？
共赴旧山河！
敢创未有之先业，
当铸辉煌于丹青。

冬日感怀
●李飞翔

逢冬昼夜北风凉，
万物梳妆锁冷光。
月满天池檐抱雪，
情融寒水叶凝霜。
登临碧落揉云碎，
吟啸琼花滞气芳。
只合飘绒飞素色，
梅香涤润待春彰。

不少地方的社区民生座谈会，老人们提出了对长者食堂
的期盼。如今，一些地方有了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小区
长者食堂。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这样为民办实事值得点赞。

不过，期盼老年食堂的远不止一两个社区的老人们，各地
应举一反三，办好更多老人的“食”事，让长者食堂普惠更多老
人，这件服务老人的民生实事才算得上真正到位。当然，这样
做并不容易。因为，但凡条件允许的地方多半早已办起了长
着食堂。很多地方之所以未能办成，往往存在各种各样客观
制约，比如经费不足、场地难寻等。要想全面消除长者食堂的
盲区，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话又说回来，哪件民生事不是在
克服困难中办成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还在于能否真正
做到尽心尽力。

就拿普遍遇到的场地难寻问题，能否通过变通的方法来
解决？从星罗棋布的快餐店中选取合适的，为周边老人服务，
这不就是长者食堂吗？坚持因地制宜，采取灵活方式，相信事
情终能解决。民以食为天，为老人开辟一片长者食堂的新天
地，值得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再费些心思。

用心办好老人“食”事
●阿 培

父亲今年 85 岁，他手上戴着
的那块上海牌 17 钻手表，已经伴
随他 40 余年。虽然早已老旧，但
父亲视如珍宝，爱不释手。

父亲告诉我，当年他买这块
表，还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上世纪 60 年代初，父亲从师
范学校毕业，当上一名光荣的小学
教师。当时，我国教学模式基本参
照苏联的，其中每节课分准备谈
话、检查复习、讲授新课、巩固练
习、布置作业等环节，每个环节都
有具体时间规定。他每次参加学
校观摩课，都要向其他老师借用手
表。为了准确掌握时间，父亲最渴

望的是拥有一块自己的手表。
父亲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家

里并不富裕，每月微薄的工资收
入，除了自己的生活费用和日常开
支外，还要奉养父母，娶我母亲的
聘礼也是靠自己省吃俭用积攒
的。当时想买块手表尤其是上海
牌的表，简直是奢望。买手表的
事，因“心有余而力不足”，一直没
能如愿。直到 1978 年，一向勤劳
简朴、善于持家的母亲，看到已是
小学校长的父亲还没有手表，就把
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猪卖了，用卖
猪得来的 120 元钱给父亲买了块
上海牌手表。

母亲告诉我，给你父亲买表是
“下了狠心”的。那时，因为父亲当
上了校领导，按规定，每周六下午
都要组织全校教师学习政治理论
和业务知识，或开展教研活动。当
时学校的会议室正墙上挂有一个
时钟，父亲主持会议时又与时钟相
背而坐。每次组织教师学习，为
掌握好学习时间，父亲时常要调
转着头看墙上的时钟，很是不
便。知道这一情况后，母亲通过
找关系“走后门”，给父亲买来一
块他盼望已久的上海牌 17 钻表。
当时父亲表面上一再说“手表太贵
了”，但心里十分欢喜，表不离手，
倍加珍惜。这表戴了40多年至今
没修过一次，还分秒不差地发出

“滴答滴答”的悦耳声。
所以，这块上海牌手表，一直

伴随父亲到今天，让他每天的生活
充实，有节奏。

父亲的上海表
●郑承光

观澜潮音

王大爷夫妻俩在长者食堂用餐

民乐队在乡村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