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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年味十足的戏曲表演、

看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来一

场动感十足的体育活动……虽

然春节的烟花已经散去，但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让今年的年

味仍然充溢着热闹喜庆。莘塍

街道的男女老幼在欢声笑语

中，或欣赏节目，或参与其中，

在浓浓的年味中感受着新年的

喜庆和热闹。

2月16日、17日，和平村内

锣鼓铿锵，戏曲悠扬，“八大

锤”、“刘备招亲”等戏曲节目一

出接一出，现场不时爆发出阵

阵叫好声。记者看到，看戏的

人有三四百人，现场座无虚席，

很多人只能站着观看。

今年是猴年，“非遗”传人

陈贻春特意捏制了一款“金猴

闹春”主题的生肖作品。记者

在位于莘塍西街的陈恒发米塑

行里看到，齐天大圣孙悟空一

手持金箍棒，一手捧桃子，身旁

的小猴子或献桃，或手搭凉棚

远望，一个个活灵活现。

陈贻春告诉记者，为了制

作群猴，他查阅了很多书籍，多

次观看电视剧《西游记》里的

相关桥段，然后经过近一周的

构思和设计才定稿。

春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

也是拍全家福的好时机。正月

初四中午，莘塍街道中村村老

人公寓空地上，90岁的阮阿香

老人坐在前排中间，晚辈簇拥

着她，五代同堂70多名家族成

员留下了猴年的全家福。

摄影师陈宏道告诉记者，

春节期间是拍摄全家福的高峰

期，他已经接了好几个电话预

约拍摄。

除了走亲访友、外出游玩，

春节长假，莘塍不少村民给自

己安排了一份“健身菜单”。

2月14日19时许，莘塍街

道文体中心羽毛球场，莘塍街

道羽毛球协会会员挥汗如雨，

与馆外瑟瑟寒风中路人的“全

副武装”形成鲜明对比。扣球、

劈杀、鱼跃救球……几个回合

下来，大家已经满头大汗。据

悉，该协会有会员 70 多人，大

多是莘塍人，每周开展三四次

训练。

协会负责人张朝龙说，以前

过春节，大家都张罗着吃喝，根

本不注意锻炼身体；现在人们都

想明白了，大鱼大肉不容易消

化，不能老在家待着，春节期间

打打球，出出汗，浑身舒坦。

莘塍精彩文体活动闹新春
■记者 金汝

陈贻春制作米塑“金猴闹春”戏曲表演

拍摄全家福

记者采访阮老太、赵老太

发现，两人都蛮精神，虽说有些

耳背，但回忆起昔日的一些事

情，都能一一道来。谈到长寿

的秘诀，两位老太都说心要放

宽，不要老把事情存在心底，而

且子孙孝顺才能多福。

阮老太的女儿叶香英说，

母亲非常爱清洁，90 多岁腿脚

麻利的时候，自己拿扫帚把院

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根

杂草。八九十岁的时候喜欢洗

浴，用热水冒出的蒸汽熏身子，

再慢慢擦拭身子。

阮老太的胃口还好，一顿

基本要吃一碗白粥，也没有明

显 的 食 物 偏 好 ，吃 饭 细 嚼 慢

咽。

赵老太则喜欢喝杨梅酒、

金丝蜜枣泡酒，还喜欢将红糖、

姜、茶叶泡在一起当茶喝，一天

要喝掉几百毫升。93岁时腿脚

不利落了，怕喝多了频频上厕

所给晚辈添麻烦，才减半了。

莘塍两长寿老人同庆“百岁”寿辰
■记者 金汝

在莘塍街道星火村，有两位老奶奶皆已年近百

岁。根据当地风俗，今年农历正月初六，她俩同时过

“百岁”寿辰，赴宴的亲友达 800人左右。更让两位老

人感到开心的是，她俩都五世同堂、子孙绕膝、家和

子孝。

2月13日中午，莘塍街道昌

新大酒店二楼张灯结彩，比过年

还热闹。舞台上，鲜红的“寿”字

将阮宝玉老太的脸映得红彤彤

的，蛋糕有十层，最上面是寿桃。

阮老太育有四子三女，年龄

最大的今年 79 岁，最小的 62

岁。如今五世同堂，她的100多

位晚辈齐聚一堂，有的甚至从山

东、香港、意大利赶来拜寿。每

位亲朋好友都围着一条红围脖，

显得十分喜庆。

100 多名子孙后代在台下

排队分批磕头拜寿，磕头仪式从

上午11时许开始，进行了20多

分钟。

与此同时，星火村老人公寓

里也是热闹非凡。赵玉兰老太

坐在寿宴礼台中央，接受晚辈的

拜寿祝福。赵老太有6个儿女，

年龄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 59

岁。当天来了约 80 名子孙，许

多儿女已经白发苍苍。记者了

解到，当天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

也来参加寿宴，让赵老太十分惊

喜。

据悉，赵老太年轻时是个戏

迷、鼓词迷，附近乡镇哪儿有唱

戏，总少不了她的身影。这几

天，阮老太的晚辈请来戏班子，

在邻村和平村唱戏。赵老太听

到锣鼓声，还要求晚辈送她去听

戏。

五世同堂惹人羡

历经风雨百年长

阮老太有点耳背，视力不是很

好，但是能记得儿孙辈的名字，并

能清晰地说出当初出嫁时的场景。

“娘家在莘塍垟底，我是 17

岁那年坐轿子嫁过来的。娘家、

婆家生活都很艰苦，我一嫁过来

就干家务活。”阮老太说。

烧菜煮饭、织布、纳鞋底

……为了一大家子，她操碎了

心，经常忙活到深夜。后来丈夫

腿部受伤，不能干重活，她还要

下地、砍柴。

老人的长孙叶昌金说，奶奶

活到100岁真不容易，年轻时候

付出很多，当晚辈的一定要照顾

好老人。

赵老太告诉记者，娘家是以

前塘下下金的，开染布作坊，家

庭条件较好，她 7 岁读书，一直

到 13 岁时被父亲叫去管账，才

恋恋不舍地告别学堂。老人开

玩笑：“如果一直读下去，我可能

也是大学生呢。”

在账房待久了，她学会了怎

样听声音辨别银元成色，甚至13

岁就到汀田讨账。

20岁那年，她嫁到星火村，

夫家有 10 多亩农田，家境还算

不错。可能是自幼读书的缘故，

她很看重子女的教育，除了长

女、长子，其余 4 个子女都进了

学堂，为凑齐二女儿的学费，她

甚至卖掉家里的公鸡。

赵老太还是个热心肠的人。

长子叶锦林说：“上世纪50年代，

飞云江南岸一带老百姓生活普遍

比较贫困。有一年，飞云孙楼一

个叫文杰的村民，拿了破旧的衣

物来莘塍，凑巧来到我家，想兑换

大米、番薯丝等。我母亲不仅没

有收下衣物，反而送去大米和约

50公斤番薯丝。那年，他将秋收

的谷物回赠给我家。第二年，我

母亲又送给他一些蚕豆。”

就这样，原本没有血缘关系

的两家人开始有了往来。文杰

老伯此次还特地参加了赵老太

百岁寿宴，让老人十分惊喜。

心态放宽自多福

赵玉兰老人与家人合影

晚辈给阮宝玉老太拜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