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阳节来临之际，记者走进新
郑，探访老年人的生活。一路走来，老
年朋友的欣喜、感动、快乐……点点滴
滴，诉说着他们的幸福和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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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送爽，丹桂飘香。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双九
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之
意。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
节日，重阳节已有2000多年
的历史。或举家欢聚、或歌
舞庆贺、或登高赏景……在
这收获的季节里，中华民族
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得到
了完美的弘扬与体现。

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
是最美的酒。重阳节来临
之际，编辑此专版，意在展
现老年朋友精彩、快乐的晚
年生活，并献上鲜花和祝
福，愿老年朋友夕阳美好，
寿比南山。

九九重阳节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浓浓敬老情
本报记者 孙瑞 高凯 赵杰 王慧 尹春灵 边艳 李伟彬 刘栓阳 通讯员 贾超史宏民 文/图

敬老院里享天伦
“你输了，你输了，哈哈哈……”还未见

人，就已听到爽朗的笑声，这是新郑市城关乡
敬老院里两位老人正在院子里下棋，周围围
满了“观战”人员。看到记者到来，老人们争
先恐后地诉说着自己的喜悦。

说起在敬老院的幸福生活，他们如数家
珍。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娘拉起记者的手
说：“俺们在这儿可享福了。你看这边是健身
器材，那边是漂亮的花坛。再来看看俺住的
屋，可干净，每天有专门的人给俺们打扫卫
生。环境好，俺们不光住着舒服，心里更舒坦
呐。”“每天的饭菜不重样，院长还经常征求俺
们的意见，真是比家里舒服多了，院里还给俺
们办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每个月还给俺们
发零花钱！”今年69岁的田丙堂老大爷忍不住
心里的喜悦。

据了解，像城关乡敬老院这样的敬老院
在新郑已经有十多所。为了让老人们安享晚

年，新郑市、乡两级克服财政困难，截至目前，
已累计投入敬老院的建设资金达 4000 多万
元，先后新建了 6 所乡镇敬老院，改扩建了 10
所乡镇敬老院。新建改建后的敬老院不仅风
格各异，而且消毒柜、空调、高档沙发、餐桌、
衣柜、暖气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新郑市自 2006 年以来连年提高供养标
准，将集中供养标准由月人均约120元提高至
280 元，年供养标准达到 3360 元，分散供养标
准由月人均约120元提高至168元，年供养标
准达到2016元。同时建立了供养标准的自然
增长机制，保障人数由2006年的1060人增加
到近2000人，实现了应保尽保。

目前，新郑全市16所敬老院中，已有4所
被命名为省级文明敬老院、10 所被命名郑州
市级文明敬老院。

百岁老人心里的感动
新郑市辛店镇鲁楼村的王爱花老人出生

在 1907 年，今年 103 岁高龄的她依然精神矍
铄。说起自己的晚年生活，老人心里满是感
动：“我虽然有三个儿子，也已经五世同堂了，
但是这些孩子在外面忙工作，很难见上一
面。咱们市里的领导每年都来俺家里看望两
次，上次来那天还下着大雨，真是比自己的孩
子都亲。每年还发 2400 块钱的高龄补助，我
已经非常满足了。”

和王奶奶这样的百岁老人一样，每年他

们都会得到特殊的照顾。新郑市高度重视农
村老龄工作，每年都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
署。四大班子领导带头身体力行，每逢中秋、
重阳、春节等重大节日，都要到农村居民家中
和乡镇敬老院看望百岁老人、优抚对象和光
荣军烈属等老人。

为改变光荣院老人的生活和居住条件，
新郑市又投资550万元，新建成了一所占地10
余亩的光荣院，该院现已正式投入使用。新
郑市还高标准建设了老年人活动中心和社会
福利中心，为老年朋友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创
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建设农村老年协会是新郑市推动老龄工
作的重要抓手。该市在薛店镇、龙湖镇等经
济实力雄厚、群众基础扎实、基层组织作用
强的乡镇，各选取 8~10 个村作为农村老年协
会建设示范村，以试点出经验，以经验带全
局，培育发展了农村老年群众组织近 200
个。每逢重大节日，组织老人集体旅游或开
茶话会，不仅活跃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还
倡导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明新风。目前，
该市八千乡的邢庄村获得了全国敬老楷模
村（组）的荣誉，新村镇的郝家岗村、薛店镇
的付海亮分别被评为郑州市敬老模范村和敬
老先进个人。

2009 年 9 月，新郑在全市开展了首届“十
佳孝老爱亲”模范的评选活动，通过评选活
动，新郑市敬老爱老助老蔚然成风。今年该

市开展的第二届“十大孝子”评选活动，目前
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移民老人在新郑的幸福生活
“大娘，你们这是去哪啊？”刚进入薛店镇

观沟移民新村，记者迎面碰到5位老人正向村
外走。“以前在淅川的时候还要砍柴做饭，现
在用了天然气，不用我操心了。俺们 60 岁以
上的老人坐车不是不要钱嘛，在新郑太享福
了，俺们几个出去转转。”74 岁的姚娥老大娘
笑得合不拢嘴。

为了让南水北调库区移民群众切实感
受到关怀，新郑市积极向他们宣传城乡医
疗救助、农村低保等法规，并现场免费为
60 岁以上老人办理河南省老年优待证 200
多本。

据统计，为切实解决五保老人、低保对象
就医难、看病贵等问题，新郑市财政全额资助
农村五保、低保对象22499人参加农村合作医
疗，资助参合资金67.5万元，资助城市低保对
象 2648 人参加了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资
助参保资金 17.9 万元，基本实现城乡困难群
众医疗救助全覆盖。截至 2010 年 6 月底，新
郑市共为 245 名患病群众发放医疗救助资金
35.19万元。

像姚大娘一样的移民老人在新郑也将享
受到这些实惠。“没想到俺们老了还能享这
福”，5位老人说笑着渐行渐远。

2010 年 11 月要在新郑市举办首
届“同根同源 共谱华章”少儿小版画
作品展，新郑的版画将再次成为众人
眼中的看点和亮点。而在版画事业
方面劳苦功高、74岁高龄的新郑老干
部——陈艺民带病忙碌的身影也再
次引起了众人的关注。

1992年，陈艺民从新郑美术教研
员的岗位上退休，当时他56岁。退休
了就在家里享清福吧，但是陈艺民却
没闲着，凭着经验丰富、美术造诣精
深的优势，他毛遂自荐，重操旧业，投
身到牵动他全身神经的版画事业中，
也让新郑师生走上了版画教育“希望

的田野”。“虽然孩子们画的是歪鼻子
斜眼，但是却画出了孩子们的内心世
界，能够挖掘孩子的潜能，发挥个
性。”陈艺民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提倡
版画教育的心声。为此，在新郑市领
导的支持下，他举办了 13 个乡镇版
画教师培训班，培养版画接班人。
随着接班人水平的提高，该市少儿
版画蓬勃发展，涌现出了由中国少
儿版画学会命名的新华路小学、实
验小学等五所“少儿版画基地”和梨
河镇的“少儿版画镇”及龙湖一中的

“千人版画校”、观音寺一中的“版画
精品校”和一些“版画教育实干家”。

他自己掏腰包筹办的《版画新苗》小
报，更是让版画以各种形式走进了千
万百姓家。

这边，不辞劳苦为画忙；那边，百
花齐放吐芬芳。在参加日本第 21 届
世界儿童画大赛中，新郑的少儿作品
惊人地夺得71枚奖牌，新郑市被文化
部授予“少儿版画之乡”的称号。而
陈艺民因其突出的贡献也被评为“十
佳老干部”。

20年来，新郑的少儿版画从无到
有，由弱变强，以致成为根深叶茂的
参天大树，处处都留下了陈艺民这位
辛勤园丁的勤劳与智慧。

新郑敬老爱老
大事记

●2006 年以来，新郑市连
年提高五保老人供养标准，集
中供养标准由月人均约 120 元
提高至 280 元，年供养标准达
到 3360 元，分散供养标准由月
人均约120元提高至168元，年
供养标准达到2016元。

●2009 年 1 月 12 日起，新
郑市每年拿出 600 万元资金让
全市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
乘坐市内公交车。

●2009 年 3 月，新郑市投
资 3000 余万元兴建了老年人
活动中心，该中心将于今年 10
月16日举行揭牌仪式。

●2009 年 10 月，新郑 市
投资 550 万元兴建的新光荣
院投入使用。

●新郑市投资 2300 万元
的社会福利中心主体工程已于
9 月份全部完工，今年年底前
将投入使用。

●近年来，新郑市高标准
新建、改建敬老院16所。

重阳节 我想对
爷爷奶奶说

“我给爷爷奶奶说节日快乐！然后
让妈妈带我去给他们买好多好吃的，送
给他们！”
新郑市实验幼儿园大班小朋友 赵晟甫

“爷爷奶奶我们在一起住呢，回家了
我给他们捶捶背，揉揉腰，多帮他们干点
活！再给他们做张小贺卡，祝他们节日
快乐，永远健康幸福！”
新郑市黄水路小学二年级学生 李晨曦

“我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
跟他们聊聊天。周末回外公家，跟着妈
妈一起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新郑市市直中学初三学生 刘彦

“我一直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不
能经常陪爷爷奶奶了。重阳节那天我会
给他们打电话的！另外我摆了个小摊卖
小饰品，挣了400多块钱，等回家的时候
给他们买点新郑的大枣回去。希望他们
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大二学生 张培

链接

重阳节的来历
重阳节历史悠久。据悉，早在

战国时期重阳节就已经形成，到三
国时才出现其相关记载。《易经》中

“六”为阴数，“九”为阳数，九月九
日，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
九。到了唐代被正式定为民间的
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
1989 年，我国将重阳节定为老人
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的风气。2006 年 5 月 20
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重阳节的习俗
重阳最重要的节日活动之一，

即是登高，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
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茱萸雅
号“辟邪翁”，菊花又名“延寿客”，
是重阳节的重要标志，过节时不仅
可以赏菊花，喝菊花酒，还可以佩
戴茱萸、菊花。一些地方也有独特
的风俗：做重阳糕，放纸鹞即现在
的风筝，喝辣萝卜汤，等等。

新郑市老年人活动中心于2009年3月6日正式动工兴
建，活动中心总占地38.92亩，建筑面积约9000平方米，总投
资3000余万元，该活动中心由上海同济大学资深设计师设
计，设有羽毛球室、书画室、健身房、网球馆、门球场、篮球场等
多种活动场所，可同时容纳2000余名老年人开展各种文体

健身活动。其建筑规模、占地面积、功能设置在河南
省县级老年人活动场所中尚属一流。

新郑市社会福利中心是民政部首批县级社会福利中
心试点项目。该中心按照规模适度、经济实用的原则，占地
30亩，投资2300万元，设置床位200张，建筑面积7885.79平
方米。该中心将设有休养室、医务室、康复场所、文体活动室
等基础设施，院内将进行高标准绿化、美化。

该社会福利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后，有利于新郑市社会福
利事业的长远发展，建立健全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可直接带动
卫生保健服务业、饮食服务业、家政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发

展，增加劳动就业，减轻政府和社会压力，引导全
社会弘扬养老、敬老新风尚。

环境优美的龙湖镇敬老院

和庄镇敬老院

新郑市60岁以上老年人全部享受免费乘车的待遇

老年
朋友在新
郑市百家
姓广场锻
炼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