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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不住的百岁老太，道不尽的悠长往事

走出城市，乡村里的百岁老

人也有着自己的惬意与烟火。

“我妈妈只要到晴天，就会

去山上 捡 柴火。”10 月19 日，

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大路

坳村村民刘昌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母亲陈凤月出生于

1918 年，如今已经 102 岁。老

太太身体健康，不仅不需要晚

辈过于操心，还主动帮着做家

务。

“她早睡早起，中午还要休

息一小时。”刘昌勇说，母亲的

作息十分规律，晚上最迟不超

过 8点就睡觉，早上 6点起床，

烧一锅热水将自己收拾干净后，

就开始帮儿媳准备一家人的早

餐。

闲不住的陈凤月总会找活

干。刘昌勇种植了120 亩柑橘，

她会帮着一起除草。柑橘林里

有不少野葱，是陈凤月最喜欢

的麻阳万菜的原材料之一。野

葱生长的季节，陈凤月顺带着

要摘不少回家，一根根清洗、

晾晒，再切碎装坛腌制。刘昌

勇说，制作万菜的整个过程，

陈凤月都不需要别人帮忙。两

个月后，微微带着酸味的万菜

就出现在家里的餐桌上。

虽已百岁高龄，但陈凤月的

餐食和晚辈没什么不同，只不

过比起肉类，她更喜欢吃青菜，

尤其在晚上，一定要有一碗自己

亲手制作的万菜和一两杯自家

酿的米酒。

要是天气不好，陈凤月就在

家帮着儿媳做家务。坐下闲谈时，

老太太喜欢向晚辈讲述往事。

“多亏了共产党，现在的生活越

来越好。”这是陈凤月时常挂在

嘴边的话。小时候，为了填饱肚

子，她跟着父亲到山上种红薯，

但辛辛苦苦收获来的红薯时常

成为山上土匪抢劫的目标，“每

个人都怕，怕土匪抢粮食”。

在老太太的影响下，刘昌勇

的儿子入伍参军，因为他要“保

家卫国”。如今日子好过了，陈

凤月仍不改勤俭节约的习惯，

也连带着让一家人都不铺张浪

费。

“要想人寿往上添，多呷麻

阳冰糖柑；平时勤劳多锻炼，

还要适当爬爬山；粗茶淡饭日

三餐，用菜呷素要带酸；适量

饮酒软血管，香烟再好也不沾；

饮水来自万灵山，早睡早起神

气添；患病就医不信仙，以免日

久留后患。”如今，陈凤月一家

四代同堂，在老人 101岁生日时，

刘昌勇写了这首打油诗，“揭露”

故事 >>

“湖南第一寿星”离世，但她留下珍贵长寿秘诀
此前，“湖南第一寿星”的头衔一直

属于凤凰土家族老人田龙玉，她也是湖

南唯一一位入选“全国十大寿星”的老人。

1839 年出生的她经历坎坷，老伴 1973

年去世，生育的 13 个孩子都没能长大成

人，最大的孩子只活到 18 岁。后来，老

人与外孙女一起生活，四世同堂，安享天

伦。

今年 6月9日过完 127岁生日后，田

龙玉老人于 9月28日离世。

据了解，田龙玉老人的高寿受益于平

民生活。老人一天吃两餐，早餐在上午 9

时左右，晚餐在下午5 时左右，餐餐都是

粗茶淡饭。主食为五谷杂粮，除大米外，

包谷、红薯、洋芋她都常吃，冬瓜、南瓜、

白菜、萝卜、豇豆是家常便菜。特别在进

入高龄后，她更偏爱豆腐。老人性格开朗，

喜欢动物和散步，乐于和人聊天。她的作

息也很规律，每晚 8 时左右睡觉，中午小

睡一会儿，一切随意自然。

好政策 >>
发“百岁红包”，有钱更有爱

“现在，我省共有百岁老人 2534人，

比往年有所增加。针对百岁老人的补贴，从

2001年的 200 多万元已上升到现在的 600

万元。”湖南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二级调研

员刘素荣介绍，按照规定，全省80 岁以上

老人均有高龄补贴，数额根据各个市州实际

情况略有不同；原则上，百岁老人每人每月

的补贴不低于200 元，长沙市百岁老人的补

贴最高，每人每月500 元。

“近年来，湖南省的养老服务工作取得

了长足进步。”刘素荣表示，针对散居的特

困对象，从农村五保户到城市“三无”家庭，

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困难家庭，均实现公立

养老，由公立养老机构负责养老兜底。而

社会老人，则通过政府投入建立公办养老

机构、敬老院或者政府购买服务、引导社

会力量办养老机构来补充。

老有所养，推进适老化改造
除养老机构提供养老服务，九成不愿

去养老院而采取居家养老措施的老人的需

求也正得到满足。“目前，我们的重点工作

就是推进社区适老化改造。”湖南省民政厅

养老服务处四级调研员贺榕说。

今年7月，九部委联合下发文件《关于

加快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

导意见》，要求各地改善老年人居家生活照

护条件，增强居家生活设施安全性、便利

性和舒适性，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质量。

根据指导意见和本省实际情况，湖南的

“适老化”第一步，是夯实社区社会养老设

置。长株潭地区的住宅小区，必须达到每人

0.1平方米的配套养老设置。小区根据人数，

要配备相应的养老服务地域，由民政部门进

行管理。另外，各小区也要根据实际情况，

设立日间照料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针

对不想离家太远，但子女又无暇照顾的情况，

社区设立嵌入型小型养老机构，专门拿出

一栋房、十几张床位，便于子女实现托管。”

贺榕介绍，省民政厅还牵头搭建了居家养老

服务信息平台，类似于一个信息机构，居民

可以寻找上门的居家养老服务，由政府管理、

补贴、监管。

老有所乐，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
张楚文 ( 湖南省社会学研究协会秘书长 )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我国的人均寿命正在

不断延长，出现了更多的长寿老人。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日益突出的农村养老难问题。部分农村老人

缺少必要的社会保障，只能依靠子女生活。所以，加快乡镇敬老院

建设，对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无人赡养的老人实行全部集中供养刻

不容缓。

至于城镇养老，政府要在物质层面健全养老经济保障体系，让

老年人“老有所养”的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养老服务设施，比如建立

日间照料室，为所在街道、社区的老人提供饮食、护理、文娱等服务，

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让老年人“老有所乐”。

好声音 >>

编后

曾有句话，说若想长命百岁，不妨先成

为一名女性——虽是调侃，但统计数据的确

显示，中国女性百岁老人，占到了全国百岁

老人总数的 80.10%，是男性百岁老人比例

的 4 倍。

在这次采访中，通过走访这些经历人生百

年的娭毑们，我们看到了很多有关长寿的“生

活秘方”。但可以确定的是，百岁老人，都是

好的“家庭”滋养出来的。这个家庭，是执手

相伴的丈夫、孝顺和睦的子女组成的小家；

也是儿女去世、无亲人照拂时，给老人经济、

精神依靠的“大家”——从个体到国家，从

养老措施的推进落实到福寿孝德文化的弘扬，

都在点点滴滴中照亮了百岁老人的晚年生活。

越来越多百岁老人的出现，也同样昭示着社会

的进步与成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老龄化社会已然

来临时，孝老、敬老，让老人们老有所依、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不仅仅关乎我们的亲人，

也关乎我们的未来。

链接 >>

长寿之乡的“长寿方”

不仅是 102 岁的陈凤月，

作为湖南唯一的“长寿之乡”，

麻阳目前有47位年过百岁的老

人，以女性居多，其中年龄最

大的112岁。

麻阳苗族自治县长寿办负

责人黄平介绍，“八十能栽田，

九十能爬树，百岁穿针线”是

不少麻阳长寿老人的真实写照，

而之所以能成为“长寿之乡”，

离不开麻阳优异的生态环境，

也离不开麻阳人民的共同努力。

早在 1984 年，麻阳就成

立了老龄委员会，制定了优待

老人的相关政策，建立了老龄

资金，百岁及以上老人每月可

领取 300 元的长寿高龄补贴。

此外，县委县政府修建了福寿

广场、长寿公园、道德模范长

廊，还组织开展“文明和谐、

孝老爱幼、尊师重道、守法创

业”评选等一系列活动，使“福

寿”“孝德”的风尚广为传播，

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人民更加

幸福长寿。

“重阳节马上要到了，我们

安排了医护人员上门为老人体

检，同时，县里的领导也会到

老人家里慰问。”黄平说，他

们还会调查走访老人的生活环

境及周边情况，发现有不妥当

的地方将立即处理。

（上接 06 版）

帮二儿子打理柑橘园，闲不下来的陈凤月乐在其中。

“勤劳娭毑”陈凤月，1
0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