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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缤纷

观澜潮音

夕阳有约

课程设置贴心易学

走进烘焙课堂，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弥漫着诱人
的香气，烘焙台上各式各样的烘焙工具和材料摆得
井井有条。烘焙课的授课老师名叫邓玉珍，是一名
高级西点师，从事烘焙教学11年，学员对烘焙的喜
爱，令她倍感惊喜。

邓老师有着多年的烘焙教学经验，针对老年大
学的烘焙课程，她下了很多功夫。考虑到老年人容
易高血糖，她特地选择低脂、低卡、低糖的原材料，
如木糖醇、坚果、燕麦片、全麦面粉等，更加符合老
年人群体的需求。

老年人学习速度比较慢，课程设置就从易到
难，保证每位学员都能跟上节奏。“做蛋糕，首先要
选对原料，比如面粉的选择、糖的用量、鸡蛋的新鲜
度等都会影响蛋糕的口感和质地。”邓老师讲解道。
每节课上，她都会亲自演示烘焙的整个过程，从准
备材料到最后的成品出炉，每个步骤详细讲解，学
员们再分组上台实操，保证大家能够看得明白、学
得透彻。

完成课程后，邓老师也会给大家安排家庭作
业，鼓励学员们回家自主实操，分享自己的作品和
心得。同时将制作的详细步骤录制成视频分享到群
里，让学员们可以随时随地巩固学到的知识。

“在家里实操的时候，如果遇到了问题，在微信
群里问邓老师，她都会及时回复，一一点评，哪里有
问题一下就知道了。”学员陈阿姨说。

老年人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每周的课程大家都
很珍惜。“平常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看到这些

老年朋友们上课上得很开心，也会被他们的笑容感
染到，大家都很积极、很乐观。”邓老师说。

从小白到烘焙能手

烘焙班班长李真，每堂课都将老师教的制作要
点记在笔记本上，再回家尝试独立制作。“原本我是
一个烘焙小白，开始什么都不懂，奶油、黄油、面粉
种类都分辨不清楚，就是凭着一腔热血。当时一堂
课我能问十几个问题，遇上不会的就问，还好老师
很有耐心，一一给我解答了。”李真说。她连上了两
个学期，现在已经能做出很多甜品了，雪媚娘、蛋糕
都是拿手甜品。

黄爱慈是名老教师，退休后身体和精力都很
不错，不愿意在家闲着，便报名老年大学的课程
学习。“原本我什么课都上过，电钢琴、太极、桥
牌等，听说烘焙课可以自己制作健康食品，立马
就报名了。和学员们一起制作的蛋糕吃着很香，
我的孙子吃了之后很喜欢，喊着还要吃。”黄爱慈
笑着说。

参加烘焙学习，不仅让学员们生活更丰富更充
实，也学会怎么吃出健康，获得了一项拿手技能。

学技能也能交朋友

对于众多老年人而言，参与老年大学的学习，
不仅是积累知识的途径，还能够结交志同道合的朋
友，收获快乐。

“我们烘焙班的关系很融洽，大家的关系很好，
在微信群里分享自己制作的美食，每次都能得到夸
奖，一起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很喜欢这个氛围。”学
员王瑛说。

2023 年 3 月 28 日，烘焙班的 20 多个成员在邓
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永安市大湖镇洪云山庄，开展第
二课堂实践课。学员们将自己制作的拿手甜品，作
为期末展示作业带到聚会上，大家互相品尝着彼此
的作品，交流着烘焙的心得和技巧，气氛十分融洽。

走出教室，把课堂搬到户外，欣赏着美景，呼吸
着新鲜的空气，大家跳起了舞蹈。在烘焙班，一起动
手制作甜品，学中玩，玩中学，大家乐此不疲。

山川无阻 沪明情深
●陈 佩

上海三明共携手，合作共创新篇章。
浦江之水润心田，麒麟山峦映朝阳。
商贸交流通四海，科技合作共飞翔。
文化交融绽光彩，友谊之花永芬芳。
携手前行创辉煌，共筑未来谱华章。
上海三明齐努力，共创美好新时光。

同题材诗词小辑
锡惠游古镇（外二首）

●陈金清

闲临锡惠街，古韵古风偕。
胜迹知何觅，三吴处处佳。

瘦西湖随感

西湖缘个瘦，婉约显丰姿。
三月花团簇，随风赋好诗。

赏花鉴真路

三月鉴真路，樱花逐次排。
风飘如雪乱，点点入诗怀。

题痩西湖（外一首）
●陈昆华

名字因何痩，容颜总带羞。
四时烟柳色，描尽满湖幽。

游兴化千垛油菜花

千畦万垛正金黄，处处田园处处香。
君是芸台真少女，我如春日探花郎。

惠山古镇（外一首）
●钟晓惠

慎终追远惠山游，唐宋元明清史留。
古寺古园藏古迹，清音清曲话清愁。
文风儒雅天然韵，山色清醇鬼斧幽。
惟有骚人题咏处，溪云岚翠掩亭楼。

扬州瘦西湖（折腰体）

天下西湖三十六，扬州惟有西湖瘦。
曲水一泓如锦带，垂杨十里碧桃后。
五亭桥洞衔圆月，十五婵娟舒广袖。
今古诗文传好句，千年胜地依然秀。
注：五亭桥，瘦西湖上一座桥。建有五

座亭子十五个桥洞。月圆之夜，每洞各衔
一月，倒悬水中，争相辉映。

拈花湾（外一首）
●邓旭萍

摇橹绕仙湾，街亭蕴佛关。
拈花追蝶舞，梵境入心间。

瘦西湖

瘦瘦西湖别有姿，楼台亭阁隐绦丝。
花丛曲径波光里，玉女舞腰镜中痴。

拈花湾灯光秀（外一首）
●孙德英

落霞映月挂山间，横卧枝头展笑颜。
湖水灯光流溢彩，疑身跃跃入仙班。

游瘦西湖感怀

平生久仰瘦西湖，五座风亭五画图。
翘角飞檐呈古色，龙船欲见帝王无。

与城市相比，在农村，特别是偏远乡村，由于受
条件所限，老年人教育设施匮乏，缺乏师资，许多乡
村老年人还不能像城里老年人那样享受各种公共老
年教育的乐趣。

要深刻认识乡村老年教育的重要意义，把老年
教育资源向基层延伸，实现养老服务与老年教育的

资源整合，推动农村老年教育事业的发展。
如何办好群众家门口的老年学校，让银龄生活

更加有知有味？笔者认为，银杏乐龄学堂的开办就是
有益的探索。

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农村老年人的继续学习教
育问题。对农村老年人而言，最好的学校，只要不离

家太远，方便就行。正如参加乐龄学堂学习的老人所
说的，大家在一起上课既开心又能学到知识，学堂就
是精神家园。

在解决场地方面，相关部门应加大农村老年教
育投入，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对农村老年教育场所统
筹安排。可与办农家书屋、幸福院、老人食堂等结合
起来，还可以把旧村小、村部、礼堂等加以改造利用，
让更多老年人参加学习。

多方位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充分发挥市、县老
年大学引领带动、辐射服务作用，开展城乡联建共
建，为农村老年教育提供服务；发挥志愿者、乡
贤、爱心企业、工青妇等作用，引导更多力量助力
乡村老年教育。

办好农村银杏乐龄学堂
●扬 凡

自从我和老伴养起多肉之后，我俩的晚年生活
换了一副模样，可谓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

老伴退休以后，生活由忙碌变成了休闲，一时间
无法适应，她整天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精神萎靡不
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俩来到一位老姐姐家，看
到她家的阳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盆，盆中栽满
了各种各样的奇特花卉。这些植物身材精巧，但却
异常精神，仿佛是刚落地的娃娃，透着清新与可爱。
一问才知道，这种观赏类的花卉名叫多肉，生命力特
别强。

从老姐姐家回来后，我和老伴都喜欢上了多
肉。于是，便让儿女们通过网购、店购等渠道，弄到
了许多种多肉。儿子又在阳台里摆放了两排花架

子。多肉花盆娇小玲珑，占据空间不大，正适合在狭
小的阳台里养。多肉下榻我家阳台后，我俩像伺候
孩子一样，开始了与多肉的亲密生活。

每天，我和老伴在阳台里忙碌：看看这盆缺水
不，看看那盆松土没有；瞧瞧那盆又长高了没有，瞧
瞧这盆是否缺少光照……“巡检”完毕，我和老伴便
搬个小凳，坐在那里看多肉，左顾右盼，抚爱欣赏。

多肉真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植物，它有着顽强的
生命力，只要稍加养护，略有阳光，它便会奉献出一
片新天地来：可观其形，“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
月转廊”；可赏其态，“一尖已剥胭脂笔，四破犹包翡
翠茸”；可品其貌，“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
魂”；可对“肉”遐思，“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更有

诗和远方”……“粉水晶”，朵朵粉瓣如莲开，均匀排
列如天工，果然是“金丝仙骨碧晶莹，华贵雍容气自
灵；烈焰压凝成玉体，一朝面世质如冰！”“翡翠石”，
块块晶莹，层层透明，令人油然吟起“胭脂雪瘦熏沉
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蘸
潇湘”的词句；“落樱”，仿佛春天的娇嫩与樱花的绯
红拼成的色调，如霞光初照，似落日酡红，“微红渐褪
旋成晕，浅碧独倾尤有韵！”“白夜香槟”，果然是位风
姿卓然的女子，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似九秋之菊，
美得自然，俏得疏朗，“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
肉匀”…… 与多肉成邻居，任谁都可以成为艺术家：
你可以用自己的巧思妙想，打造出异彩纷呈、飘然清
逸的花卉之美，身心一经投入，立马美感陡增，兴味
盎然，且从此乐此不疲，乐不思蜀……

多肉改写了我们的晚年生活——我俩每天徜徉
于多肉之间，呼吸着新鲜空气，欣赏着多肉的各种
生姿，真是令人赏心悦目，神清气爽！于是，多肉
成为我俩晚年生活中的一道亮光，“皆以肉喜，不以
己悲”。

因为这些肉墩墩，我和老伴活成了自己喜欢的
样子。

多肉趣乐“第二春”
●钱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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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廊词阁

“紫薯先上锅蒸熟，放盆里捣
碎，然后加点糖和沙拉酱……”近
日，在永安市老年大学的烘焙课堂
上，学员们在烘焙老师邓玉珍的示
范指导下，分组合作，烘烤、抹、切，
一步步学着做紫薯肉松三明治。邓
老师站在烘焙台前边做边讲解，学
员们听得特别认真。

烘焙课程是永安市老年大学推
出的特色课程，2022 年 9 月开课至
今，已经第三个学期了，每堂课都座
无虚席。

“烘焙课程非常热门，报名不到
十分钟，名额就被抢光了。本来我们
只想开设一个二十人的烘焙班，因
为报名的人多，今年新增了一个基
础班，现在已经有40多名学员。”老
年大学的工作人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