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新民银发
社区”，就是关心自
己，关心父母，关心父
母的父母

! ! !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
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
开……”!月 "日，在浦东新区企业、
企业家联合会举办的活动上，一位身
着蓝色服饰，肩围红围巾的女演员，
以字正腔圆、富于激情的《红梅赞》演
唱，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她
就是静安区申韵沪剧队的资深队员
赵斯翼女士。

申韵沪剧队成立于 #$$% 年，现
有队员 %%人。平均年龄为 &'岁，年
龄最大的 (#岁，为清一色的退休职
工。这支队伍每周活动两至三次，主
要是排练节目。

这支文艺队伍之所以能迅速崛
起，与上海沪剧院两位专业人士朱美
恂和王志良带教不无关系。朱美恂是
沪剧院演员，王志良是著名琴师，曾
为沪剧大师王盘声操琴。他们退休后
担任申韵沪剧队的艺术指导，手把手

地从唱腔、做功、舞美、服装、背景设
计等各个方面，为队员进行系统指
导，使这支队伍很快走向了成熟。

)" 岁的叶国俊原来学唱评弹，
后改行学沪剧。他对这个行当很生
疏，又缺乏舞台经验，是朱美恂老师
一招一式地教，使他成长了起来。而
今他已能字正腔圆地演唱《送情郎》
《人盼成双》《赠玉兔》等几个唱段。
上台表演老练得多了，已无刚开始
时怯场的情况。

)(岁的王德飞原是企业行政干
部，他业余爱好沪剧，单位有文艺演
出时常一显身手。退休后参加了申
韵沪剧队。每次排练都十分认真，演
唱有板有眼，富有韵味。去年他不慎
中风，在医院里吊了十四天盐水后，
身体有了恢复。出院后他直奔现场，
一头钻进了排练中。王德飞说：沪剧
是我们本地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

朵奇葩。我作为上海人，有责任做好
传承工作。

队员赵斯翼原来做小生意、办
厂，因热爱沪剧，被沪剧队的团队活
动所吸引，生意也不做了，厂也不办
了，全身心投入其中。龚云华、周桂
红、顾玉群家住莘庄，每次参加活动，
公交车来回路程就需四五个小时，但
他们一次不落，准时来参加。何以如
此，他们的回答是：沪剧的魅力深深
吸引了我们。

申韵沪剧队除了演出《看龙船》
《赠钱》《搀桥》《问叔叔》《看照片》《五
更乱梦》等一些传统节目外，还自编
自演了一些节目，如《英雄赞》《老年
朋友好开心》，有的节目荣获上海市
民文化节团队展示奖等奖项。沪剧大
家马莉莉评价道：你们是一支业余队
伍，演唱却达到了专业水平，希望你
们更上一层楼！ 李敏

! ! ! ! (%岁的张阿姨，她原来固守
于“养儿防老”的观念，认为自己
有儿子，就要与儿子同吃同住，
不会去敬老院度晚年。可今年年
初老伴去世了，她一个人进进出
出感到孤单，就自愿提出去敬老
院“寄养”。现在，她融入敬老院
的老年人队伍，一起吃住、一起
活动，摆脱了孤独，感到生活有
滋有味。

像张阿姨那样自愿住进敬老
院的老人并非个别。据一家敬老
院的院长介绍，现有入院老人
*(+ 多人，其中，只有 #$ 多人是
无儿无女的“五保户”，其余 ,&$

名老人都是有儿有女的“寄养
户”。那么多老人自愿住进敬老院
养老，关键在于许多老人养老观
念的转变。

据了解，现在老人愿意进敬
老院养老，一是有经济基础做支
撑。以我了解的金山区山阳镇为
例，现在的农村退休老人，有城保
待遇的每月有固定收入近 #$$$

元，参加农保的老人每月也有千
把元养老金。现在，进山阳镇敬老
院，一般包括吃住每月花费在
,$$$多元，退休老人进敬老院不
要子女“贴”钞票。二是随着农村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一些年轻人
住进了城镇，由于居住条件有限，
老人留守在老屋内，面对孤独的
生活，老人就有了进敬老院的念
想。再者是有些家庭婆媳之间矛
盾突出，为了避免矛盾，一些老人
就自愿住进敬老院。

过去，老年人都有这样的看
法：无子女的老人，老了才去敬老
院；而有子女的父母亲进敬老院
就失面子。然而，现今，有子女的

老人进敬老院多起来，老人们的养老观念也
发生了转变。只要一个家中有子女的老人住
进了敬老院，并且过得开心，过得舒坦，好多
邻居老人就会看样学样。

我知道有位黄姓老人，她儿子住在城里，
几次想接年迈的母亲住过去，但母亲住不满
一个月就要吵着回家。后来，儿子不放心母亲
一个人留在家里，就把母亲“寄养”到了敬老
院。就此，黄老太太吃饭有人喂，衣服有人洗，
平时有人陪着说说话，儿子也隔三差五去探
望，老人生活得十分安逸。

黄老太的安居，邻里间有四五个老人看
样学样，也自愿走出老家，住进了敬老院。一
位 ($多岁的顾老太，原来家里婆媳之间小矛
盾不断，老人住进养老院后，媳妇、儿子主动
关心她，常烧好菜、带上水果去探望她，现在
婆媳关系改善了，老人情绪平稳，每天都是笑
咪咪的，嘴里说的是：进敬老院真好，我的儿
子媳妇也孝顺多了。

老人自愿住进敬老院，逢年过节，老人们
盼望子女在情感上能给予多一点关怀。

现在，不少子女在中秋、国庆和春节等传
统节日，接父母一起回家过节。虽然只有几天
的假期，老人们回趟老家后，老人之间的交流
总是说自己家的子女如何如何好。由此看来，
晚辈的关心是老年生活幸福的重要源泉。作
为子女，要对老人多关心、多照顾，有空常去
看看，多给老人精神上的关怀，让他们在敬老
院内心情舒畅地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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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 “涨知识”可防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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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月 #,日是世界老年痴呆日，也是阿尔茨海默症宣传日。泰康之家·
申园护理公寓举办了“寻找家的方向”大型体验活动，和部分失智家庭一
起深入了解阿尔茨海默症。现场，康复专家分享了记忆照护的专业服务经
验，以及专门针对失智老人设计的文娱活动和康复训练活动。图为在康复
团队的指导下，失智老人用旧报纸制作的“新闻棒”做平衡抛接训
练。 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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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林小筑
被戏曲的魅力深深吸引
———静安区申韵沪剧队

! ! ! !中秋佳节将至，味道香
甜、象征合家团圆的月饼又
现身餐桌。团圆节是个值得
开心的日子，但请老人们注
意，不要因为过于高兴吃太
多月饼，而导致一些不必要
的麻烦和痛苦。

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老
人，要慎食无糖月饼。一些无
糖月饼用糖醇类甜味剂，食
用过多也可能带来腹泻反
应。而且无糖月饼所含油脂
并不少于普通月饼，热量仍
然较高。患有高血脂、高胆固
醇的老人不宜选择肉馅、蛋
黄馅月饼，这类月饼脂肪含
量过高，可以选择五仁月饼，
但也要控制食用量。

文刀

银色专列

! ! ! !那天晚饭后，年逾花甲的同学夏
女士给我打来电话，说碰到一件奇怪
的事。

这天上午快十点，夏女士的手机
接到“上海某某分局刑事侦查队陈警
官”的电话，称在办理的一桩刑事案
件中涉及她的一张银行卡，并且报了
卡号，“这卡是你的吧？”对方问。同学
感到莫名，“卡是我的，怎么了？”“陈
警官”称，因办案需要，从现在起你不
要与任何人联系，马上去附近宾馆开
个房间，自个待会儿。

夏女士极度紧张，听由对方拨
弄，慌慌张张去一家宾馆开了房间，
进房后坐立不安。其间“陈警官”不断
警告夏女士，银行存款不安全，需要
转入安全账户。于是两小时后在“陈
警官”允许下，夏女士回家打开电脑
上网，将几张银行卡号和密码，一五
一十地告诉了“陈警官”。“陈警官”要
求夏女士按提示操作，幸运的是夏女

士不太会上网，弄了很长时间仍无法
转账。沮丧的“陈警官”只好让夏女士
再等电话。

被惊扰了一天的夏女士，到了晚
上才想起给曾从事公安工作的我打
电话。我明确地告诉她，这是个诈骗
电话。夏女士不太相信，说对方可以
准确报出她的个人信息。我解释，这
正是骗子的“高明”之处。所幸的是，
夏女士“自禁宾馆”时，其老伴因联系
不上夏女士，感觉情况反常，便到公
安派出所报警，银行也将存款账户冻
结，避免了损失。

夏女士曾经是一个精明能干的
人，差点上当受骗，让我不可思议。我
提醒夏女士，你遇到的诈骗，电视、报
纸曾经报道过。原来夏女士患眼疾，
很少看报纸和电视，难怪对防骗方法
不了解。

笔者以为，类似夏女士遭遇网络
电信诈骗的老年朋友不在少数，其主

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对法律知识的缺乏。稍懂点

法律常识就可知晓，若你真的违法犯
罪，执法者直接上门找你就是了，何
需打电话“通风报信”？

二、对时事新闻关心不够。媒体
对受骗的案例时有报道，对防骗方法
也有介绍，有人却仍“木知木觉”，故
遇骗子恐吓会不知所措。

三、易受骗子“忽悠”。有的老年
朋友被骗子“忽悠”、“洗脑”，不相信
他人善意提醒，甚至听不进民警苦口
婆心的劝告，“一意孤行”，这是愚昧
无知的表现。

因此，老年朋友关心时事，熟悉
新事物，学习新知识，提升文化素养，
无论对防止上当受骗，还是延年益
寿，都很有必要。最简单的防骗方法
是，接到陌生电话，一旦谈到钱，立马
挂断电话。

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