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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档案局联合永康一周为53名百岁老人建档案

“咔嚓”一声 记录百年人生

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市档案局联合永康一周在全市范围内发起了“我为
百岁老人建档案”活动，并以此活动为契机，召集志愿者上门走访我市所有百岁
老人，为他们献爱心、建档案。让我们跟随志愿者的脚步，一起探其“长寿秘诀”。

虽然此次活动是由志愿者免费为

百岁老人拍照，但一路走来，志愿者们

也感到收获不少。志愿者金淑中深有

感触地说：“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很好，

应该坚持做下去。一路上虽然会有艰

难，但我们为的就是能够为老人做些

记录，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后辈留下一

些可以纪念的东西。”金淑中告诉记

者，她也快70岁了，通过这次活动看到

这些健康快乐生活的百岁老人，仿佛

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颠覆了之

前她对百岁老人的印象。而且老人们

的长寿经验十分值得大家去推广、去

学习。志愿者金连升告诉记者，在他

走访的百岁老人中，长寿的原因主要

是心态好、与人和善，不少男士保持适

量饮酒也能保证充沛的精力。但家庭

和睦，子女孝顺，才是老人福寿康宁的

保证。

志愿者胡波则认为，有点精神追

求是这些长寿老人最为突出的一点。

他走访过的几个百岁老人基本上都喜

欢摆弄花花草草，像徐保求老人甚至

还养了鸡和猫；胡章龙老人喜欢看戏，

会打罗汉拳，甚至还能打打麻将。有

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爱好，或许也成为

老人们晚年生活的动力。

据了解，目前我市百岁以上老人

共有53名。市档案局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将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全部走访到

位。

（本版图片由志愿者金连升、钱
林松、徐爱群提供）

□记者 施美园

俗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

入秋以来，传统的滋补方式开始流

行，其中手工熬制的阿胶糕因为携

带食用方便，一路走俏。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九铃东路

的东阿百年堂阿胶专卖店，就看到

工作人员正在两口铜锅中熬制阿

胶，胶香四溢。

据该店工作人员介绍，该店里

的手工现熬阿胶糕有别于传统的阿

胶芝麻核桃糕。因每个人的身体状

况不同，百年堂阿胶会根据消费者

各自的状况推荐不同的类型的阿胶

糕，加以不同的食材进行合理调配，

主要有女士型，男士型，儿童型，孕

妇型，产妇型，老年型，驱寒型，无糖

型等等。

制作阿胶糕的食材新鲜与否决定

着阿胶糕的口感。百年堂阿胶糕的食

材选用很是讲究，芝麻选用上乘芝麻

现用现炒，核桃选用口感更好的云南

纸皮核桃现烤，枸杞选用的是中宁枸

杞，桂圆选用的是剔透的福建莆田桂

圆，阿胶则直接从工厂到全国专卖店，

品质可追溯。

“我们的阿胶糕真空包装，每天

吃一袋，像吃糕点一样，服用方便。

一份阿胶糕可以吃60多天。还可以

根据顾客的口味加入不同辅料，放

糖多少也可以灵活掌握。”掌柜朱先

生表示，由于现场配料，现场熬制，

现场包装，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

放心，所以很受消费者认可。

如果你正在准备为家人和自己

选购阿胶糕调理滋补，不妨到东阿

百年堂阿胶专卖店去看一看阿胶糕

是 怎 么 制 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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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转凉，现熬阿胶糕受热捧

□见习记者 姚岚

方岩镇下邵村101岁老人陈兰其在缝衣服。

胃口好不挑食
两颗牙齿吃下一只烧饼

日前，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和摄影志

愿者一行人来到花街镇，在当地联络员

的帮助下，走访了两位百岁老人。入秋

以来，风雨不定，当天下午的大雨使大家

不得不放缓行程。汽车在坑洼的泥土上

缓慢行驶，在一路颠簸后，一行人终于在

大雨中来到枫坑村，看望了周阿龙老人，

并为她拍摄一张照片，向老人送上一份

慰问品。

今年 100 岁的周阿婆虽然身材有点

瘦弱，但精神状态很好。当她得知有人

来拍照的时候，她连忙说自己老了脏了，

不好看了，并招呼女儿帮她梳头发整理

衣裳，配合我们拍照留念。

老人的子女跟我们说，近三四年，老

人变得腿脚不便，但是胃口一直很好，简

直就是一个“吃货”。虽然现在她只有前

面两颗断了的牙齿可以用，但仍旧爱吃

饭，什么菜都喜欢吃。有一次外孙给她

买了只烧饼，她便坐在那儿把一只饼吃

了。如今老人已五世同堂，拥有 50 多位

后代。

在倪宅养老院，金章吐老人见到

志愿者到来，笑呵呵地出来迎接。看

着他稳健的步伐和乐观的精神，谁都

没有想到老人已经 101 岁了。志愿者

向金章吐送上慰问品时，老人口齿清

晰又略显激动地说：“谢谢你们，谢谢

⋯⋯”老人现在身体状况一直很好，就

是有些耳背，交流时常常要对着他的

耳朵重复好几次。

谈到长寿的秘诀，老人说，他年轻

时是一名生意人，常常一大清早就担

着两箩筐小玩意，走四五十里山路到

义乌或者武义做一些小本生意。也正

因为年轻时的经历，练就了一副好

身板。现在，老人虽然不能一口气走

很远的路，但走个两三公里一般没有

问题。平时他精神特别好的时候也会

和其他老人打打麻将，休闲一下。

西溪镇上坛村胡妙英老人已经

101 岁了，老人家身体可硬朗了，经常

在村子里走走逛逛。有初中文化的她

还常常会念佛抄经书。当她把自己所

抄的《五谷真经》念给志愿者听的时

候，还会十分耐心地念一句解释一句，

生怕大家听不懂。

老人有精神追求最为重要

年轻时练就好身体，有时还要打打麻将

西溪镇上坛村101岁胡妙英在读书。志愿者为象珠镇黄岗村100岁老人陈桂冬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