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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聚焦 A07

□洛报融媒记者 周欣然 余子愚 文/图

“你们这是又来采访？感谢你们持续关注我们老年人

的吃饭问题。”6日上午，记者来到洛龙区关林街道石油社

区老年食堂进行回访，再次见到了86岁的独居老人马双

印。见到记者，他如同见到了重逢的老朋友，连忙打招呼。

马双印说，他上午10点半就会来到这里，先用食堂外

空地上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一个小时，顺便等着中午开

饭。石油社区老年食堂的菜品丰富，符合老人的口味，他

比较满意。

截至2023年年底，我市常住人口707.9万人，其中60

岁以上老年人总数141.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0%，65岁

以上老年人102.2万人，80岁以上高龄老人17万余人，失

能半失能老人约24万人，全市老龄人口高龄化、失能化问

题日益突出。

民以食为天，助餐服务是许多老年人首要的养老需

求。一餐热饭，彰显民生温度。老人吃得好不好？老年食

堂办得怎么样？《洛阳晚报》一直在持续关注，还专门开设

了《幸福“食”光》栏目，派出记者进行实地走访，向读者介

绍有代表性的老年食堂，并进行持续报道。

今年5月下旬，记者曾来到石油社区老年食堂进行走

访。当时，该老年食堂以品类丰富的小碗菜和定制饭菜为

特色，为社区居民，尤其是60岁以上老年居民提供助餐服

务，吸引了不少老人前来就餐。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就餐老人，其中

有马双印、刘凤仙等，还有94岁的独居老人高秀兰。他们

是老年食堂的常客，因为这里能有效解决他们的日常用餐

问题。当时，石油社区老年食堂有十余种菜品被盛放在众

多的小碗之中，不仅方便定量，还能大幅度增加菜品的种

类，供老人选择。

5个多月过去了，记者看到，小碗菜被采用保温加热台

盛放的菜肴取而代之。“天气转冷，小碗菜不容易保温，我们

改变菜肴盛放方式，就是为了让老人都能吃上一口热乎饭

菜。”石油社区老年食堂负责人韩晓燕说。

“记者的报道，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知名度，老年食堂的

人气更旺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关注。”韩晓燕说，现在，老年

食堂迎来了更多的老人，还有一些年轻人也会来用餐。

6日的午餐供应有醋熘白菜、有机花菜、番茄炒蛋和芹

菜炒肉等，还有用包菜、胡萝卜、南瓜、洋葱等原料做成的

“哈佛蔬菜汤”，有益老人身体健康。

刘玉兰和邻居张晓华经常来石油社区老年食堂就

餐。两人对老年食堂的饭菜与服务都很满意。“饭菜很合

胃口，平时还能根据我的需要单锅做饭，真的很用心，感谢

晚报关注老人需要！”刘玉兰说。

一餐热饭，彰显民生温度

“感谢晚报关注老人需要”

□洛报融媒记者 仝景菁

“又有几个年轻人在抖音上刷到我，说想

见见我，跟我学演短剧。”昨日，69岁的市民朱

健给记者发微信聊起近况。他说，他成为短剧

演员一事经本报报道，并引起路透社关注后，

他交了不少新朋友。

“有刚入行的年轻人，也有退休不久的老

年人。有的向我请教演短剧的技巧，有的希望

我把他们引荐到短剧圈里，有的则对我现在的

生活状态感到好奇……”

算起来，记者与朱健相识已有 5年了。

2019年夏天，他在河南都市频道“老爸老妈月

冠军赛”上，以一曲《好汉歌》成功晋级总决

赛。他在节目中提及，自己曾是一名肿瘤患

者，令不少人唏嘘。

绝大多数认识朱健的人，都很难将他与肿

瘤患者联系起来，记者也不例外。在多次采访

他的过程中，都能感觉到他是一个乐观豁达、

自信从容、热爱生活的人。

去年3月，朱健接触到新兴的短剧行业，

成为一名短剧演员，他凭着一股子钻劲儿和对

艺术的执着追求，很快得到导演和粉丝的认

可，在全省短剧圈里小有名气。

今年6月19日本报A04版《“老文青”又

有新尝试》一文，报道了朱健的故事。他把版

面截图发在抖音上并置顶后，收到路透社记者

发的私信消息，大致内容是其在做关于中国短

剧产业的深度报道，看到晚报这篇文章，想就

此事采访朱健。

一周后，朱健在参与拍摄短剧《外婆的月

儿高高挂》时，路透社北京分社记者赶到郑州，

对他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跟踪采访。英国当地

时间9月22日晚，路透社新闻网站发表题为

《短剧撼动中国电影业，瞄准好莱坞》（译）的文

章，开头详细介绍了朱健在片场拍摄时的情

景，并配发了一张他的剧照。

9月26日，本报A05版以《年近七旬 逐梦

短剧赛道》为题，报道了朱健积极投身短剧浪

潮、引起路透社关注一事。有圈内人士称他

“为中国短剧宣传出了一把力”，亲朋好友纷纷

为他点赞，说他自从当了短剧演员，精神状态

也越来越好。“晚报助力，让我的人生新‘剧’本

更‘出圈’了。”他说。

朱健告诉记者，最近，他还参与了短剧《谁

说女子不如男》的拍摄，在剧中扮演老凤主。“当

演员是我年轻时的梦想，退休后能把更多的时

间留给自己，为曾经的梦想努力，我乐在其中。”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在我们身边，其实不

乏像朱健这样把老年生活过出无限可能的人，

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身边的一切。他们在适合

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或勇往直前，证明自己依

然拥有敢于追梦、从不妥协的勇气；或淡定从

容，寻得了一种和谐、安宁的生活状态，他们都

在创造着属于自己的芳华。

每一位老人都是一本厚厚的书，与他们交

谈的过程，就像慢慢翻过一张张泛黄而有韧性

的书页，在娓娓道来的文字中，有我们从未见

过的风景，也有余韵悠长的过往。我们愿意继

续聆听他们的故事，将满满的正能量传递给更

多人，也给更多老年人带去温暖和力量。

年近七旬，逐梦短剧赛道

“晚报助力，
让我的人生新‘剧’本更‘出圈’了” □洛报融媒记者 余子愚 周欣然

文/图

“是晚报的记者帮我完成了为娘

画像的心愿，我很感谢你们！”7日，

82岁的蔡顺堂激动地说。

时隔近十个月，记者再次见到蔡

顺堂老人，他的身体依然硬朗，耳聪

目明，说话声音洪亮。

蔡顺堂说，他喜欢读报，了解一

些新闻。除了下楼去买菜、到公园遛

弯之外，他闲下来就和老同事、老邻

居打纸牌、下象棋，锻炼思维。

蔡顺堂是晚报的忠实读者，今年

1月初，他在报纸上看到记者的电话，

就来电话说，他的母亲去世数十年，

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他想请记

者帮忙，寻找一位画家，以他的哥哥、

姐姐的样貌为参照，为母亲画像，以

解思亲之苦。

今年1月4日，记者前往蔡顺堂

老人家中，听他详细讲述了自己与

母亲的故事，并于次日在晚报发表

了题为《“谁能画出俺娘的模样”》的

报道。

稿件一经刊发，立即在社会上引

起广泛关注，不少画家、爱心人士纷

纷拨打记者的电话，出主意、想办法，

表示愿意帮助蔡顺堂老人实现这一

心愿。

“我们为这篇报道叫好，也被蔡

顺堂老人的孝心所感动，洛阳市美术

家协会愿意帮助老人实现心愿。”看

到报道后，市美协主席张建京给记者

打来电话说，协会将创作画像的任务

交给了市美协副主席、洛阳师范学院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教师赵明洋和

洛阳927画室负责人、画家赵彦。

蔡顺堂说，他的姐姐、二哥与娘

长得很像，他想请画家以二哥和姐姐

的照片为参照，为娘画像。

在记者的协助下，蔡顺堂老人向

两位画家提供了姐姐和二哥的照

片。画家看了老人提供的亲人照片，

发现他们兄弟几人和姐姐的长相有

着相同之处，颧骨明显，眼睛明亮，就

抓住这一共性特征，发挥想象力，为

老人的母亲画了两种版本的人像。

今年1月24日上午，记者陪同赵

明洋、赵彦一起带着画像来到蔡顺堂

老人家中，请他过目并提出修改意见。

“这张画像很像我娘。”蔡顺堂看

到两位画家为其母亲精心创作的画

像，指着其中一张画像说着，忍不住

红了眼眶。

“我印象中，娘面容消瘦，她到了

晚年头发有些稀疏，绾了一个发髻。”

蔡顺堂说，他选出的这张画像很像

娘，期待两位画家进行局部修改。

随后，两位画家根据蔡顺堂老人

的意见，抓紧修改完善画像。

“看到画像，娘仿佛就在我面

前。”1月28日上午，拿到画家精心修

改后的画像，蔡顺堂老人开心得像个

孩子。

在记者的见证下，赵明洋、赵彦

特意准备了手写的春联和福字，送给

蔡顺堂老人。赵明洋还为老人创作

了一幅《竹报平安》小品，祝福他平安

幸福。

“感谢晚报牵线，感谢记者，让

我再次‘见’到娘！我会珍藏这幅画

像，跟家人讲述晚报牵线，邀请画家

为娘画像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把孝

亲敬老的优良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蔡顺堂说。

母亲去世数十年，画家画出她模样

“晚报牵线，让我再次‘见’到娘！”

年复一年陪伴，相互结下情缘

“小婧记者，
有啥健康问题，
我都想给你打电话”

今天是第25个中国记者节。都说记者是世界上最锲而不舍的“追光者”，可是我们要说：你，才是最珍贵的“带着光的

人”。我们，一路追着你的光，记录了社区居民的幸福“食”光，见证了老年朋友紧跟时代的逐浪星光，看到过读者获得帮助再

“见”母亲时的圆梦泪光，感触过患者对健康记者的信赖之光……民生至上，读者至上。在记者和读者的双向奔赴中，才会产

生最耀眼的“极光”。今天，通过一组“追光”的故事，我们宣示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使命，致敬每一个“站在光里”的你。

■
编
者
按

我们，追着你的
第25个中国记者节特别报道

光光

幸福
光食食

逐浪
光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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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泪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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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光

蔡顺堂展示画家为母亲创作的画像

路透社网站发文，左三为朱健

朱健在短剧《谁说女子不如男》中的扮相

（受访者供图）

老年食堂

□洛报融媒记者 柴婧

2018年1月4日，《洛阳晚报·健康周刊》开设

中医版，《小婧带您看中医》栏目首次出现在所有

《洛阳晚报·健康周刊》读者身边。广大读者对《洛

阳晚报·健康周刊》以及小婧的信任，就在年复一年

的陪伴和互动中，逐渐深厚，日益长情。

从被质疑到被信任，缘于一次次真心付出

“我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电话的，报纸上说的

都是真的吗？”

“通过你们找中医，另外收费吗？找的是真医

生吗？”

“我有点事儿想麻烦你，你会帮我吗？”

…………

栏目开设之初，小婧电话那头传来的，往往是

小心翼翼和质疑。打一通电话就能通过记者咨询

我市权威中医专家？甚至能在记者的陪伴下去找

专家当面看病？

然而，在一次次真心付出后，这些质疑的声音

渐渐退去。

近日，高新区78岁的周女士在电话里说：“小

婧记者，有啥健康问题，我都想给你打电话，我就相

信你！”

一次看病经历，让一家人产生信任

周女士和《小婧带您看中医》栏目，结缘于一次

看病。那是2019年11月的一天，当时73岁的周

女士跟着女儿、女婿，在小婧的陪同下，一起到市第

三人民医院（原铁路医院）中医科、针灸科看病。

周女士的女儿阿芳（化名）当时还不到50岁，

因年轻时需要长时间站在水里工作，落下了血虚受

寒的问题，特别怕冷，一到秋天就要穿上厚棉裤、戴

上厚护膝。

“虽然医生说没法根治，但经过综合治疗，和医

生说的养护方法，我女儿的腿好多了。那次见面咱

俩没咋说话，但我当时就觉得，《洛阳晚报》的记者

真负责！”周女士说，从那以后，一旦她或身边朋友

碰到健康问题，她都会直接给小婧打电话，“你就像

自家人一样，热情帮我们问专家，真好！”

近7年的陪伴，还将持续下去

像周女士这样，与《小婧带您看中医》栏目结下

情缘的读者，还有许多。

近7年来，小婧现场带读者看病近200人次，

通过电话、微信等为有需求的读者提供健康咨询服

务超过2100人次。其中，通过栏目介绍的中医治

疗，并给小婧反馈有明显疗效的，近70人。

记者的坚持，缘于责任与热爱；读者的信任，更

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在未来的日子里，《小婧带您看中医》栏目和

《洛阳晚报·健康周刊》，将继续在所有读者身边，温

暖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