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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您长命百岁！”这是人们给老年人常用的祝福语，这句祝福在很
多老人身上成了现实。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等部门获悉，截至今年9
月，无锡市领取百岁尊老金的老人已达608位，其中江阴111人，宜兴
130人，梁溪区145人，锡山区38人，惠山区54人，滨湖区73人，新吴区
42人，经开区15人。年龄最长者为111周岁。

来自江苏赫池®志愿者丁南平
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走进养老机构，
陪伴老人一起拍照，老人们的笑容和
家中的长辈十分相似，看到他们在拍
摄时的欢乐一刻，自己也被深深地感
染着，以后会多多从事此类公益活
动。他们还给两家养老院带去共计
120箱牛奶，祝福老人重阳节快乐，
并在一起陪伴老人和辅助拍摄。

团队的化妆师张艳特别认真，
她说，近距离地感受到老人精神面
貌和心态，感觉很阳光。她表示，老

人有一种深沉的美，经过岁月积淀
之后的那种淡定与从容，让她感受
到生命的意义。

两家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也表
示，老人们对这次活动很期待，摄影
师们帮他们留下了一份独特的时光
记忆，觉得特别赞。“阿公阿婆们说，
拍照过节好有仪式感”，百禾怡养院
的工作人员陈培珏表示，拍摄很圆
满，老人们非常开心，感谢晚报和所
有志愿者的辛苦付出。

（晚报记者 黄孝萍）

为百位老人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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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10月4日是九九重阳节，也是敬老
节。节日前，本报发起了“最美夕阳红”百位老人拍摄公益行，多位
记者化身为公益摄影师和陪伴者，和江苏赫池®的志愿者一行十余
人，分两天分别为滨湖区蓝天护理院和百禾怡养院内的老人们拍摄
他们专属的时光记忆，留下最美的秋日瞬间。

在百禾护理院内，一大早，多位
老人就等在大厅里等候摄影师。
95岁的张文淑穿上绿色系的两件
套，绿色开衫上放上了一枚别致的
胸针，黑色小西裤，白色镂空皮鞋，
她的精心穿搭让人感受到了老年人
时尚。“张阿婆当年可是文艺兵，审
美是一流的。”院内工作人员表示，
她平时的穿衣打扮都很有水准。

而贾琴娣老人则穿上了喜气洋
洋红色短袖，衬得整个人都有精
神。在轮椅上，还有两个月就将踏
入百岁的任月芬老人精神不错，也
期待当天的公益摄影。工作人员介
绍，老人是院内年纪最大的长者之
一，心态特别好，经常会在大厅里跟
着大家一起去做运动，毫不含糊。

化妆师到达现场后，支起架子，

打开一箱的化妆品，老人们开始有
点害羞。“呀，还要化妆啊？”张文淑
表示，自己当文艺兵时，化妆可是常
事，在地方工作后，就不好意思了，
基本素颜出现在同事面前。“描了
眉，抹了唇膏，脸色红润，好看。”贾
琴娣老人一化完妆，老伙伴们就开
始啧啧称赞。

在蓝天护理院内，则是另一派
景象。这里有不少退伍老兵在此安
养晚年，他们有的特意穿上了自己
最珍爱的军装，庄重地挂上自己的
各种军功章，等着摄影师前来拍
照。在等候期间，他们互动做手指
操，还唱起了嘹亮的红歌。各自化
完妆后，有的老人还幽默地开玩笑
说，很多年没化过妆了，有点要去相
亲的感觉呢。

江南晚报有多位摄影师参与拍
摄。连着两天，他们都是一大早就
赶到养老院。还月亮是摄影记者中
资深而又超级敬业的一位，另一位
主摄张轶伦则对人物摄影很有心
得。负责寻找现场花絮的刘春伟是
最佳动员师，拍摄动态视频。新媒
体部的负责人朱靖则是全场总指
挥，负责沟通、协调所有事务。

“阿婆，放松点，笑一笑”“阿公，
朝左转一点，和阿婆靠近一点”“手
里的牌牌举低一点”……摄影师和
养老院工作人员轻声帮助老人调整
拍照姿势。院内也特意为这次拍摄
准备好了写满节日祝福的小道具，

伴随着“咔嚓、咔嚓”快门按下的声
音，一张张幸福的笑脸被相机定格。

有的老人拍完了个人照，久久
不愿离去。“我想和老伙伴一起合个
影”“我想和照顾我最周到的护工阿
姨合个影”“我们家小孙孙今天来看
我了，想全家一起合个影”，老人们
对此摄影活动特别满意，提出了各
自的小要求。

蹲了半天的摄影师其实相当
累，但看到老人开心的笑容，就一而
再、再而三地为他们“延迟”拍摄时
间，拍摄老人想要的照片，让他们满
意而归。

无锡百岁老人已达608位
最长寿者111周岁

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除了自
身的良好习惯、家人的关心照顾
外，良好的生态环境，还离不开市
委市政府的民生保障。无锡良好
的生态环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为城市注入了“长寿基因”；生
活配套设施相对成熟并越来越人
性化，这些都是百岁老人数量越
来越多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老龄
工作，不断健全提升养老服务体
系。市民政局相关人士介绍，在
高龄养老特别是百岁老人服务方
面，有尊老金的发放、居家养老上
门援助服务、老年人家庭适老化
改造、家庭养老照护床位等措施

给予保障。“十三五”期间，无锡全
面建立并落实老年人福利补贴制
度，累计发放80周岁以上老年人
尊老金6.27亿元。无锡市区每月
为百岁老人发放尊老金500元。
我市于2018年出台《无锡市市区
居家养老援助服务实施办法》，扩
展了接受居家养老援助服务老年
人的数量和服务的内容，并提高了
困难老人和失能老人服务工时。
2021年依托智慧养老平台加强信
息公开和监管，共完成老年人家庭
适老化改造2790户。依托有资质
的为老服务机构，将专业照护服务
送至老人家中，2021年新建家庭
养老照护床位880张。 （王菁）

10月1日，新安街道百岁老医
生邹鼎华正用微信与患者交流，并
提出诊疗建议。邹鼎华出身于医疗
世家，退休前是雪浪卫生院院长，对
胃病治疗有独到之处。如今他依然
思维敏捷、精神矍铄。聊起他是如
何学会智能手机运用的，他告诉记
者他对未知事物始终保有好奇心，
而电脑、智能手机就像百科全书，可
解决不少问题。他向朋友、儿孙学
习智能手机运用，每次记录好步骤，
一步步操作，用着用着就熟练了。
如今他不光用手机听京剧、锡剧，用
微信与朋友、患者交流、上网支付
等，还经常通过手机了解前沿的医
药诊疗信息，补充自己的医学储备。

邹鼎华平时生活自理，经常出

门远足，与朋友聚会。空闲时他还
编写了十多部医学心得，如《邹氏
内科心法》《胃病心得》《邹氏验方
集锦》等。他还爱好书画，客厅里
挂满了自己的作品，清新典雅。当
天，他穿针引线都不用戴眼镜，看
得年轻人都自叹不如。

他总结自己的长寿之道为8个
字：戒贪（烟酒伤肝，贪色伤肾，财
欲伤心，贪凉伤脾），爱动（能自理、
多活动、常按摩、勤锻炼），忌忧（万
事想得开得失无所谓），善养（修心
养神、善动养身，学好自救知识）。
他还告诉记者一些老年人实用的
小妙招，如把一些常备的急救药分
放在客厅、卧室、厕所以及随身携
带，以备不时之需。

湖滨苑社区102岁的王荣娣育
有7个子女，都非常孝顺。每天家
人为她准备好营养可口的饮食有
鸡蛋、羊奶、新鲜蔬菜等，还经常为
她换换口味，有时是稀饭，有时是
面条，有时就来上一碗小馄饨。老
人除了耳朵有点背，其余生活都能
自理。家人经常陪她散步聊天，老

人腿脚灵便，走上半小时都不说
累。

王荣娣的儿子告诉记者，母亲
以前除了照顾他们一大家子，还要
种菜养蚕非常辛苦，后来还帮着带
大几个孙辈。她一辈子勤劳、善
良，待人和气，邻居朋友都喜欢与
她交往。

百岁老人有活力

儿女孝顺乐融融

幸福生活有保障

认真候场，这一刻有点小激动的

精心准备，用超级耐心满足老人需求

时光记忆，收获开心与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