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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两个名词“低龄老年人”和
“银发红利”，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低
龄老年人”“银发红利”，这两个乍一看十
足矛盾的词组，对于绝大多数不研究人口
学等相关学科的人而言，显得有些古怪。
对于正处于年龄焦虑当中的人群来说，更
是显得十分刺眼。

人口学中，年龄在 60 岁到 69 岁的
人，被认定为低龄老年人口。然而，这个
词汇往往给人一种感觉，仿佛要置老年人
于一种赶鸭子上架的窘迫，又好像有人拿
着大喇叭在催：才60岁，你还年轻，还
可以创造价值，该继续干活了！在就业市
场上，35岁已经“不小了”，60岁又还是

“红利期”，荒诞感这不就来了？确实，以
当下人们的平均寿命和健康水平来看，60
岁并不是一个孱弱的年纪，当然可以继续
发光发热，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担当“红
利”的名号。但反过来说，人们并不是为
了成为经济学家口中的“红利”而劳作奔
波，人们为的是生活，甚至为的是事业和
理想。

客观理性剖析“低龄老年人”这个
词，可以说，这并不是鼓动一批尚有余力
的人继续工作，而是让老年人活出自己的
精彩。讨论的方向，原本应该是如何给老
年人更多的机会、更大的空间、更方便的
途径，让他们看到更多希望，点燃他们的
生活热情，让他们在这个社会有更多的

“存在感”“主场感”，有更多发光的舞
台，在社会活动中找到自身意义，而不是
被嫌弃、排斥乃至遗忘……更不是去讨论
甚至去强调“他们还能创造多大的红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意味着人口老
龄化不是一个被动应付的麻烦，而是国家
现代化必然面对的课题。以此观之，老年
人不是社会的负担，应被视为社会的财
富；老年人也不是社会的拖累，而是可以
活得精彩，能够继续实现人生的价值。
人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
是经验和智慧的象征。如今，快速的现代
工业化的进步和技术发展，本应该为人类
的自由和幸福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而人们
的关注点却被限制在了技术、消费和娱乐
等方面，失去了对自主和真实的追求。
低龄老年人，或者说银发劳动者，本应该
凭借自己的阅历、经验和人生智慧，在行
业建设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社会
舞台上拥有自己的固定观众。 但要想真
正解决问题，首先要解决眼前的年龄焦
虑，乃至背后深层的年龄歧视。在这一
点上，近几年部分省市公务员考试年龄
上限放宽能起到一个好的示范效果。只
有当人人不再为三十五岁“无可为”而
焦虑之时，才有可能谈人人不再为六十
岁“无可为”而焦虑。

话说“低龄老年人”

和“银发红利”
●文和刀

老 爸 老 妈 这 几 年 也 追 赶 潮
流，每年都过一个有滋有味的七
夕节。

第一次过七夕节是在老妈 55
岁那年。那时，老妈正是更年期
最郁闷的阶段，情绪反复无常，
看谁都烦。特别是老爸，被老妈
欺负得天天挠头。我可怜老爸，
就问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老爸
就说，七夕节不是就要到了吗，
我打算和你妈也像你们年轻人一
样浪漫一回，去我们当初下乡插
队的地方过个节。

爸妈当年插队的村子是一个

山明水秀的山村，那里林茂粮
丰，瓜果满架。当年，他们把最
美好的青春留在了那里，山山水
水记下了他们劳动的身影，记下
了他们的欢声笑语，记下了他们
的爱情起航。当他们穿着情侣衫
出现在村里，小村沸腾了，让爸
妈一下子找到了一种久违的亲情
与感动。那一晚，他们来到村头
那株古老的葡萄架下，那是爸妈
第一次吐露心声的地方。他们彼
此对望，像当年一样地呢喃细
语。山里的夜空高，天上的银河
清亮，或许天上的牛郎织女还没

有幽会，爸妈已然沉浸在温柔的
甜蜜中了。

从乡下度七夕节回来，爸妈
果然有了不小的变化，老爸更加
呵护老妈，老妈一改过去的骄
横，对老爸也温柔体贴起来。我
问老爸那次七夕节的经过，老爸
就说了个大概，还说那一晚他还
专门把当年老妈写给他的诗歌带
去念了。老爸说这话时，脸上仍
然带着甜蜜，我不难想象，那一
晚，他们是度过了一个何等浪漫
的七夕节。

第二年七夕节临近的时候，

老爸又开始上蹿下跳地准备了。
我问老爸打算去哪，老爸说，趁
着还能走动，去云南，情人谷。

我不知道七彩云南的情人谷
给了老爸老妈多少心跳的感觉，
反正他们回来后，竟然曲不离
口，天天哼唱着动听的歌。他们
还带回来一套当地的民间盛装，
兴趣来了就穿上，到小区的广场
上舞蹈一番。他们恩爱的样子和
翩翩的舞姿，不时引来阵阵喝彩。

又到七夕节了，我问爸妈今
年计划去哪，他们异口同声说：
保密！

老爸老妈过七夕
●魏益君

“有个幸福院真是好！我们经常结伴
来这里测血压、量血糖，一起聊天、下
棋、健身，很方便。”8月9日，正在开心
聊天的永安市安砂镇安砂村村民陈光水乐
呵呵地说。

安砂镇安砂村幸福院占地面积300平
方米，共有二层，内设健身室、阅读角、
休闲区、美食吧、养生室等适宜居家养
老的场地、设施设备。幸福院建于上世
纪七十年代末，一度荒废闲置。为了更
好地合理利用闲置资源，满足老年人多
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安砂村于 2013 年向
上级争取修缮资金，对幸福院进行规
划、重新装修，在村民家门口为老年人
提供养老服务。

安砂村村两委、党员常怀敬老爱老之
心，主动下沉一线，收集老年人的特殊需
求，倾力为老年人提供卫生保健、膳食科
普、情感关怀、文体娱乐、居家走访、照
料指导等“零距离”暖心服务，打通了农
村居家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如今，走进安砂村幸福院，环境优
美，温馨舒适。伴随着优美的欢快旋律，
老年人欢声笑语。只见三五成群老年人围
坐在一起，唠嗑家常，谈天说地，十分惬
意。“都是党的政策好，对我们老年人很
关心，现在我每天心情都很开心，生活也
很充实。”老党员范正春满怀感激地说。

家门口的养老服务

惠民多
●本报永安记者站 黄中泉

夕阳传真

“老摄”陈正坚：
用光影传播乡土文化

●本报尤溪记者站 陈建荣

“这张照片是今年5月，我在坂面镇圩场展出《粒粒皆

辛苦》专题纪实摄影作品的画面，现场很多人观看。照片

里面有些即将消失的农具，引来在场老一辈的共鸣。”陈正

坚翻阅着在尤溪县各乡镇办影展期间观展者驻足观看的

照片，向笔者介绍背后的故事。

2010年，从市政府机关退休两
年的陈正坚，考取了驾照，在一次
出游时与摄影结下缘分。“我看到
别人拿着‘长枪短炮’，对准景色三
两下，就拍出了好看的照片，我也
想试一试。”陈正坚说，“举起相机
才知道摄影没有那么简单。”

为了学习摄影技术，陈正坚在
花甲之年又重新当上学生，先后在
三明市、尤溪县老年大学参加摄影
班，报名北京摄影函授学院（福建
分院）和省海峡摄影艺术培训学校
摄影提高班，订阅《摄影报》，边学
习边实践。今年，他又报名参加了
省摄影家协会在福州举办的纪录

摄影研习班，利用周末时间加训。
不论是自学、听课，还是外出

采风实战，陈正坚都不放过学习的
机会，他的摄影水平也得到提高。
如今他已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中国著作权协会会员、福建省摄影
家协会会员。

“摄影已经成为我退休生活的
一部分。”陈正坚说。摄影理论知
识、构图、色彩、光影、PS 后期制作
和调整，一项项全新的技能让陈正
坚愈加喜欢摄影，只要一有时间，
他就会背着相机出门，用镜头捕捉
精彩瞬间，记录身边的人文和美丽
的风光影像。

2018 年开始，陈正坚有了拍
摄一组关于粮食的照片的想法。

“国家一直提倡节约粮食，但浪费
现象时有发生。我身为老党员，
应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陈正
坚说。他出身农民，青年时在生
产队劳动，后当了4年兵，退伍回
乡一直到退休前在党政机关的工
作，都与农业相关，深知一粒米来
之不易。他决定用自己的爱好，
帮助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一碗碗米
饭，饱含着农民的心血与汗水。

有了想法，陈正坚马上开始
行动，一有闲暇他便驱车到田间
地头，与农户攀谈，一同下地，将
镜头对准农民、农业，往往一待就
是一天。在西城镇麻洋村拍摄
时，一名70多岁老农一身泥在田
里劳作，陈正坚拍下老人劳动的
艰辛；在台溪乡书京村拍摄时，一
位9岁的小朋友，很自然地将掉在

餐桌上的米饭捡起来吃，陈正坚
立刻按下快门键，抓拍下珍惜粮
食的一幕。

历时3年，陈正坚从上千张照
片中，精选出84幅作品，记录了从
翻土溶田、浸种催芽、插秧收割、
颗粒归仓、大米加工等全过程的
精彩瞬间，取名《粒粒皆辛苦》。
2022 年元旦，陈正坚自费制作了
展板，在尤溪县中心广场展出，受
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初次办展后，许多中小学、乡
镇都邀请陈正坚来办展。一年多
来，陈正坚出钱又出力，既自费准
备运展板的车辆，又负责打包展
板运上车，往返于一个个学校、一
个个乡镇。有时累得腰酸背痛，
还是咬紧牙关坚持向观众做讲
解。

学生们观展后，纷纷写心
得、谈体会，表示要珍惜来之不

易的劳动果实。尤溪七中一名教
师结合影展的内容，给学生们上
了一堂“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
化”的地理课，生动而有趣。一
名观众告诉陈正坚，自从看了影
展，他每次都会把剩菜打包带回
家。“办影展虽然辛苦，但能让
更多的人从中得到启迪和教育，
也是值得的。”陈正坚说。

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陈正坚向摄影界的人士请教了如
何制作PPT，按照小学、中学和
成人不同特点，制作了3个版本
的 PPT 用于讲座。“党的二十大
报告关于三农工作、乡村振兴的
指引，使我今年也可利用这个影
展的机会，在讲座中加入二十大
精神的宣讲。”陈正坚说。至今
他已举办 30 场影展，到 21 所中
小学巡展，并开设29场讲座，观
看人数近5万人次。

花甲之年学摄影

心系“三农”办影展

陈正坚摄影作品《闽湖房车打卡地》

2022 年 5 月 19 日陈正坚《粒粒
皆辛苦》影展进校园

除了日常的摄影爱好，陈正坚
还利用自己退休老干部的身份，积
极推进尤溪县老年大学乡镇分校的
建设。近年来，尤溪县全力推动乡
村老年教育事业发展，他主动挂包
坂面镇和台溪乡分校，配合、协助
县老年大学领导，为筹办分校出谋
献策。

陈正坚与台溪乡、坂面镇挂包
乡镇党委领导协商研究，在文化站
四楼找到一处破损的活动场所，重
新装修。坂面镇与坂面村联合，将
坂面村的文体中心，用于坂面镇分
校建设，配备了两台空调和训练器
材。接着又协调多方筹措资金，两
个乡镇的民营企业积极捐资，尤溪
县老促会也主动支持1万元，促进两
个革命老区老年教育事业的发展。

2021 年起，陈正坚带领县老年
大学老师到分校协助招生，采取“先
办班后办校”的方法，先将太极拳、
器乐、瑜伽、曳步舞、广场舞等课程
开班。坂面镇分校器乐班的十几位
学员，到县老年大学器乐学会排练
时，他自掏腰包请学员们用餐。县
老年大学教师要下乡送教，他也经
常开车接送。2022 年，坂面和台溪
的两所老年大学分校正式挂牌，让
乡村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圆“大
学梦”。

“我是退休老同志，同时也是一
名老党员，服务他人，快乐自己。我
们尤溪县老年大学的群体都是抱着
这样的想法，我只是其中一员。”陈
正坚说。

（图由受访者提供）

热心服务忙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