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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从京哈高速香河东出口右转
200米，绿树掩映下，便是“大爱书
院”。听名字，大爱书院似乎是所学
堂，而它实际上是一所养老中心。在
这里，61 位老人在书院养老的模式
下享受着自己的晚年生活。

自 2017 年 3 月 ， 国 务 院 印 发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
老体系建设规划》（以下简称 《规
划》） 以来，“精神养老”被提上议
程，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精神状
况成为养老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又
是一年重阳节，如何让老人健康快
乐、更有尊严地活着？大爱书院也许
提供了另一种答案。

“变身”书院的养老中心

走进“大爱书院”，只见老人们
三两聚在一起喝茶、下棋、聊天……
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高达 81 岁，最
高龄的有 96 岁。书院的大厅里展示
着日常文娱活动安排，上午：太极
柔力球、钢琴教学，下午：手工制
作、交际舞、瑜伽训练，晚上：健
身、游泳、棋牌……此外，还有书
法、绘画、园艺、花艺、摄影、葡萄酒
品鉴等上百种课程。正是这些课程吸
引了老人们的参与，丰富了他们的精
神生活。

今年 70 岁的王克信是大爱书院
的“明星奶奶”，爱好唱歌、跳舞。在书
院，她一共选了 10 门课程，“住在这
里，每天课程安排得满满的，除了学就
是玩，非常充实和享受。”

除了文化课程，大爱书院还定期
举办音乐会、话剧、京剧、演唱会等
文化演出，还为长者量身定制游学活
动。这个月，王克信便要跟着书院一
同前去宁波市溪口游学。

在 7000 平方米的大爱书院中心

会所，设有藏书室、棋牌室、茶艺
室、手工教室、花艺教室、健身房、
游泳池……书院里的一切设施都是适
老化设计，比如梳妆琉璃台、洗手间
挂钩、冰箱、门把手等设备的高度。
为了防止老人磕碰受伤，桌椅边角等
坚硬处都装有泡沫防撞条。每隔不
远，便设有桌椅和茶水，让老人能够
随时停下脚步歇息。

声乐室里，传来欢乐的歌声。只见
老人们站成一排，在声乐老师的手势
指挥下，认真又高兴地唱起了《我的祖
国》，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也笑得格
外香甜。一不留神，他没跟上节拍，一
个人落了尾，引得满堂大笑。

“从养老服务体系上看，老年人
的需求分为不同阶段，其中，精神文
化对于老年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尤
其 对 于 活 力 老 人 ， 或 低 龄 老 人

（60-69岁） 来说。”北京大学社会学
系教授陆杰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这关系到老年人能否构建和保
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关系到老年人学
习、成长和自我决定的能力，是健康
老龄化的重要方面。”陆杰华说。

老有所养更要有为

第一次在大爱书院见到 87 岁的
张忠仁老人时，他正在摆弄手里的新
疆舞帽。“你们好，快进来。”张老笑
着冲我们招手，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这是张忠仁入住大爱书院的第 2
个月。“原本不想进养老院，我单位
的居家养老条件挺好的，子女也都在
北京，何必跑到这里来呢？”张忠仁
说。直到今年3月，他受邀参加了一
次大爱书院的活动，便决定选择住到
这里。

“这儿的环境不错，物质生活条
件能够得到满足，并且还能满足精

神需求，这点非常重要。”张忠仁最
看 重 大 爱 书 院 丰 富 多 彩 的 文 化 生
活，他选择了舞蹈、声乐、文学等多
门课程。

张忠仁退休后制定过一个“30
年学习规划”。第一个10年，学习书
画、篮球和交谊舞；第二个 10 年，
钻研文学，出版了《岁月留痕》散文
集。如今已步入第三个 10 年的尾
声，他在钻研中国古典诗词，每有心
得便为书院里的老人们讲解。虽然已
是耄耋之年，张忠仁仍旧能熟练使用
电脑做幻灯片，对技术的运用程度不
输于一个年轻人。

精神矍铄的张忠仁老人说：“主
要还是心态好，这个周末，我要戴上
大胡子和帽子跳一出新疆舞。这个舞
只有一个老头，老师们不会给我设计
特别难的动作，我也可以自由发挥。”
谈起新疆舞，张忠仁老人乐呵起来。

“我希望不只是老有所养、老有
所学，更要老有所为。自己能真正为
老人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张忠仁老
人说，“到大爱书院是我人生非常重
要的一个里程碑，能将我的晚年生活
过得更精彩。”

加快精神养老步伐

“在许多人看来，我还远远没到
该去养老院的年纪，毕竟刚 70 岁。
这的确有些颠覆传统的养老观念。可
熬日子和享受晚年有本质的区别。我
希望能换一种生活方式，提高精神生
活。”王克信说。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比重和
速度加快，对养老事业提出了新的要
求。养老，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老有
所养”，《规划》中提出，要丰富老年
人精神文化生活，发展老年教育，繁
荣老年文化，加强老年人精神关爱。

这也对养老行业提出了新的挑

战，养老机构、养老设施的需求与日
俱增。大爱书院正是基于长者的精神
与物质需求所建造的书院式养老中
心，但它并不局限于此。作为大爱城
全龄层、全配套亲情健康社区中的核
心组成部分，大爱书院不仅让长者得
到精神颐养，还使他们能享有全生命
周期、专业科学护理的养老服务，在
大爱城社区内共享医疗、养生、生态
农场等资源。

大爱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李
大彦说：“精神养老需要孝心、细
心，让老人有精神寄托。养老不是目
的，健康快乐生活才是根本。所以，
精神养老需要大爱之心。我们‘大爱
城’的宗旨是‘爱就是生活，生活就
是爱’。”

李大彦接着说道：“老年人的心
理健康其实更需要关注。比如有一天
我们发现有位老人胃口不好、精神不
佳，后来了解到是子女忘了给老人送
上生日祝福。注重细节、注重老人的
感受，才能做好老年事业，这也正是
大爱的体现。”

有一年除夕，李大彦去一所大学
看望一位 80 多岁的老教授，教授的
子女都在国外。那一刻，李大彦对空
巢老人的孤独印象深刻。

李大彦深有感触地说：“老人最
害怕的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孤独。
那么在这样一个书院的模式下，我们
希望通过老人们共同的兴趣爱好、共
同的需求，把他们组织起来，产生共
同的语言，形成一个个社群，让每个
老人找到自己的乐。”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郑功成在采访中对本报记者表示，对
于精神养老，还需要政策层面将公共
资源下沉到社区，靠近老人居住的场
所，让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结合起
来，这样才能有效实现老年人精神文
化层面的提升。

精神养老需要大爱精神养老需要大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何欣禹何欣禹

在群星灿烂的宋代文坛，苏
辙虽没有其兄苏轼的耀眼夺目，
但也位居“唐宋八大家”之中，
影响颇大。他一生宦海浮沉，历
经坎坷，从嘉佑二年进士及第到
政和二年逝世的 55 年间，大部分
时间处于贬谪或闲居的境地。然
而宋廷优待文人，即使他们处于
贬谪的境遇，也不至于有杀身之
祸，甚至还有复出之企望，所以
宋代文人较前代文人多了一份豁
达 的 心 境 ， 如 宋 初 文 人 王 禹 偁
云：“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宦谁知
是胜游”。苏辙亦是如此，每次贬
官他都能随遇而安，将谪宦的经
历看作是人生的磨练和难得的胜
游过程。

苏辙每到一处，便饱览当地
自然风景、人文景观，并吟诗作
文，在这些诗文篇章中，可以一
窥他的诗与远方。元丰二年，苏
轼陷入“乌台诗案”，为营救兄
长，苏辙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
南行途中，苏辙过池州，记录了
池州萧相楼的景色：“绕郭青峰睥
睨屯，入城流水縠文翻。”过九华
山，又说：“南迁私自喜，看尽江

南山……忽惊九华峰，高拱立我
前……”苏辙不以贬谪为意，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一向寡言持
重，但此诗却写得浪漫奇妙。在
黄州，他“山行得一饱，看尽千
山绿”，旅行途中，苏辙的关怀现
实之心并没有泯灭，有时凭吊古
迹遗址、借古讽今，如在 《赤壁
怀古》 中通过追述三国时期的赤
壁古战场，意在说明宋与辽、西
夏的大势已定，暗喻王安石在西
北的用兵政策。在武昌西山，苏
轼建了九曲亭，后来请苏辙作了
著名的 《武昌九曲亭记》，其中
有：“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
为悦……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
其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而姑寓
焉。”每个人对快乐的体验不同，
苏辙“以适意为悦”，就是他自己
快乐的感受。明代茅坤认为此文

“情与心思，俱入佳处”。苏辙曾
两 谪 筠 州 ， 但 每 次 都 能 随 遇 而
安，他说：“我来邂逅逢宽政，忘
却漂流身在南”，其散文名篇 《庐
山栖贤寺记》《东轩记》《黄州快
哉亭记》 等均作于此，堪称古文
经典。绍圣元年，他因反对哲宗
恢复熙宁新法，被贬知汝州。来
到这里，他饮酒抒怀：“可怜汝阳
酒，味与上国同。游心四山外，寄
适酒杯中。”后苏辙又被贬至袁
州、雷州、循州等地，他的心路历
程和谪宦胜游之旅，莫不同上。

苏辙的贬谪之路亦是他的交
游之旅。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不可
能孤立存在，苏辙和其他人的交
游生活，正反映了他的士人品格
和 精 神 世 界 。 在 他 的 贬 谪 生 涯
中，和他联系最紧密的当属其兄
苏轼。苏轼曾说：“岂独为吾弟，

要是贤友生。”他们既是患难与共
的好兄弟，更是情投意合的好朋
友。苏辙在南迁途中，曾护送苏
轼 家 眷 往 黄 州 ， 苏 轼 以 诗 先 迎
之。苏辙因风浪太大困于磁湖，
无法马上相见，乃作 《舟次磁湖
以风浪留二日不得进子瞻以诗见
寄作》 安慰其兄。一句“夜深魂
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道
出了兄弟情深，而“从此莫言身
外事，功名毕竟不如休”，乃是苏
辙宽慰哥哥的真挚言语。患难之
中见真情，苏氏兄弟的贬谪，不
但没有中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反
而加深了兄弟之间的感情，《宋
史》 称赞他们：“患难之中，友爱
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贬谪途中，苏辙结识了不少
朋友，如在筠州结识的毛维瞻、
吴厚、洞山文老、牢山陈道士等
人。“池塘草生春尚浅，桃李飞花
初片片。一樽花下夜忘归，灯火
寻春畏春晚”，记载了苏辙和筠州
太守毛维瞻一同游玩的情景；“问
我近来谁复可，对君聊拟诵 《周
南》 ”，描述的是苏辙和新喻县秀
才吴厚论诗说道的情况；宋代的

士 大 夫 与 佛 教 有 千 丝 万 缕 的 联
系，苏辙也不例外，他在贬谪途
中交结了一些禅师，同他们参禅
问法：“问公胜法须时见，要我清
谈有夜阑。今夕客房应不睡，欲
随明月到林间。”苏辙从小身体不
好，便与道士探讨养生之术：“养
生 尤 复 要 功 圆 ， 溜 滴 南 溪 石 自
穿。近见牢山陈道士，微言约我
更三年。”由此可见，苏辙并没有
因贬官而消沉颓废，而是将贬谪
看做人生的新旅程，并对人生有了
更真切的体验，他结识的这些好
友，无论高低贵贱，都真诚以待。

苏 辙 “ 不 以 谪 为 患 ” 的 精
神，源于他的士人品格。他早年
在 《上枢密韩太尉书》 中提出了

“文者气之所形”之说，赞赏司马
迁 “ 行 天 下 ， 周 览 四 海 名 山 大
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
文疏荡，颇有奇气。”他认为，一
个文人只有游历名川大山，交游
豪俊之士，才能养成文章之气。
因此，他每到一处，都用心欣赏
每一道风景，珍惜每一位挚友，
随 遇 而 安 、 修 心 养 气 ， 所 有 这
些，在他的诗文中都有体现。

一个人快乐的感觉，很大程
度上受自己人生态度的影响，自
己的心态坦然，即使身处逆境也
会乐观。这种诗意人生，亦是苏
辙的谪宦胜游之旅，他在贬谪途
中，看到美丽的自然风光、亭台
楼阁，便觉宠辱皆忘。“不以谪为
患”，正是他的诗与远方。

苏辙的诗与远方
李天保 鲁国霞

近年来，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围绕人居环境整
治，狠抓生态建设，推进绿色发展，书写了新时期
的“乡村巨变”，描绘出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

治污增绿打牢“美丽底色”

铜山工农业发达，来自工业生产和农业面源
的污染较为突出，为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铜
山铁腕治污，使工厂进工业园，养殖进养殖小
区，同时加快产业园区循环化、生态化改造。

“绿水绕村，鸭游鱼戏”是人们对乡村美好生
活的向往。铜山在河道治理方面出台了“河长
制”和“中沟级以上河道市场化保洁”两项长效
管理制度，同时建成 14座镇级污水处理厂。通过
河道综合整治，打造出水韵悠然的“苏北江南”
风情。

俯瞰徐州，铜山犹如一条绿色的丝带，将古
城紧紧环绕。为了扩大这座城市的生态腹地，铜
山积极优化生态建设布局，以“二次进军荒山”

和“清风走廊”建设为重点，加快实施环城绿色
廊道、黄河故道绿化提档升级等一批生态工程，
筑牢吕梁山、微山湖、汉王三大生态屏障。

垃圾围村、厕所脏乱差是影响农村环境质量和
农民生活质量的“老大难”，铜山在苏北率先建立
起“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区处理”的环
卫保洁体系，同时掀起“厕所革命”，仅2017年就
新建、改建标准水冲式公厕1000余座，通过家庭污
水管道铺设，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超过98%。

凸显特色打造“美丽乡村”

走进微山湖畔的柳泉镇北村村，随处可见游
园健身广场，柏油路、水泥路通到每一户人家，
依山而建的石头院落古朴、厚重，山下的荷塘、
长廊、游船码头，处处彰显湖区的灵动和活力。

同样位于微山湖畔的利国镇西李村，立足渔
村实际，讲好“渔村故事”，打造原汁原味的“旧
时乡村”，使得千年古村落焕发勃勃生机。千村一

面不是美丽，乡村之美关键在展现农村“味道”。
铜山区在新型社区、美丽康居村、美丽宜居村建
设中拒绝大拆大建，尊重村庄自然肌理与特色，
借山造势、借水造景，不挖山、不填塘，努力实
现“一村一景”“一村一韵”。

美丽乡村建设资金是关键。2017 年，铜山美
丽乡村建设投入达 1.6 亿元。今年，铜山区启动

“百村示范、千村整治、万户集中居住”行动，拿
出5亿元政策引导扶持资金，全面推进全村人居环
境整治。年底前，100 个示范村将整体完成。如
今，铜山区乡村的道路、医疗、供水、供气、社
区服务中心、文化体育场所等公共设施日渐完
备。农民的生活更加便捷，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满意度、幸福感显著增强。

依托优势建设“美丽经济”

美丽不光养眼，还是生产力。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让铜山“颜

值爆表”，在此基础上，铜山依托独特的旅游资
源、便捷的交通、优质丰富的农产品，使休闲度
假、生态农业观光、民俗风情体验等不同类型的
乡村旅游业实现“井喷式”增长。据统计，2017
年全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园区 （点） 达到 322
个，接待游客288万人次，综合收入11.3亿元，让
更多的老百姓吃上“生态饭”“旅游饭”。

打造亮点工程，塑造知名品牌是发展“美丽经
济”的关键。铜山区围绕建设“徐州后花园、休闲
度假区”的目标，着力打造休闲观光农业精品工程
和精品旅游线路，打造出汉王镇西紫山村、伊庄镇
倪园村等农家乐示范村，同时积极创建星级园区，
月亮湾生态园、刘集葡萄采摘园等一批“农”字头
休闲观光示范基地陆续建成。

发展“美丽经济”，顶层设计不可少。铜山充
分利用全区山水人文资源，围绕“一山一镇一河一
湖一圈”布局，打造东部吕梁山风景区、南部燕山
文化景区、西部汉王景区、北部微山湖滨湖生态旅
游景区四大旅游文化片区，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群
众致富的“金山银山”。

上图：铜山区柳泉镇北村 郑士运摄

铜山描绘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尚庆迎 魏朝星

本报电（记者何欣禹） 日前，
大型电影纪录片《传奇老字号》开
机暨老字号创新联盟启动仪式在北
京故宫博物院宝蕴楼举办。

此次活动由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指导，山西、湖北、河
北、吉林、云南五省商务厅共同
支持，五省广播电视台及中国贸
促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中华老
字号国际交流中心、北京故宫文
化创意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旨在
促进老字号顺应消费需求新变化
和“互联网+”新趋势，加快改革

创新发展。
据介绍，《传奇老字号》 第一

季共有 15 期节目，将汇聚全国 15
家底蕴深厚的中华老字号，包括
杏花村汾酒、广誉远等多家老字
号品牌。《传奇老字号》 将推出电
影化纪录，以“依老塑新”为策
划核心，用最强影像视觉手法吸
引核心人群，以故事为载体，鲜
活展示老字号的前世今生，用高
层级角度解读，引导核心人群的
思考和行动。节目将于 11 月底在
五省卫视平台播出。

《传奇老字号》纪录片在故宫开机《传奇老字号》纪录片在故宫开机

大爱书院里的老人正在唱歌 何欣禹摄

本报电 （记者刘发为） 10 月
15 日，2019 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
旅游年卡发布仪式在京举行。

“2019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
游年卡”是由中国老龄产业协会
老龄旅游产业促进会与北京特智
诚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一张集科
技 与 服 务 为 一 体 的 智 能 旅 游 年
卡。此卡在延承往年旅游年卡的
基 础 上 ， 在 年 卡 内 容 、 渠 道 建
设、行程交通、养生养老方面推
出了适老化旅游生活的一站式年

卡服务。
除了新增百余家景区以外，

为创造不同的交互式旅游体验，
为所有加盟旅游景区提供免费的
AR导游项目，以虚实结合的增强
现实技术为手段，深入挖掘景区
的文化内涵，以趣味互动形式为
游客带来记忆深刻的旅游体验。
此外，2019 年卡增设了量身定制

“车辆+景区+主题+路线”的一站
式服务，为用户提供优质、实惠
的专属独家旅游定制体验。

2019京津冀旅游年卡发布

旅游漫笔旅游漫笔

老人在大爱书院上文化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