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精致的生活是年轻人的权利，而人老了就不必
出来“折腾”了。所以，很多老人在这样的观念下，开始将自己晚年生活

“凑合”着过。
其实，老人有追求精致生活的权利呀。我看过太多生活精致的老人

家，他们掉了头发，不是选择忧伤，而是去买一顶价值不菲的假发来扮靓
自己；他们生了病也不消极，而是积极地面对人生，让自己快乐起来；他们
学习更多的知识来充实自己的人生；他们会为了出门好看，而很早起床开
始打扮自己，也不会放弃年轻时就喜爱的高跟鞋……每个人都有老了的这一天，但我想，如果一直怀有对生活乐观、积极
的态度，那么，年龄也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已，因为，夕阳无限好，晚霞
光万道。

（记者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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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老人说：“活到这个岁数了，就这么凑合
着过吧。”他们怕给子女添麻烦，于是对身体凑合；他们总觉得老了打扮也
没用，便对自己凑合；他们不再出去交际，开始对生活凑合……

但也有这样一群老人不“凑合”，他们觉得“夕阳”才最美，退休了不要
再为工作烦忧，获取了大把时间后，当然要过得越来越精致，他们会花更多
时间来打扮自己，学习新技能，结交新朋友，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

对于人生的“后半场”，到底凑合不凑合？老人有他们的见解和故事。

老年人生活观念大比拼

1、老伴去世后
她开始对生活“凑合”

家住芦淞区沿河社区的李爱
平，今年70岁了，最近，社区里组织
老人重阳节活动，她没有报名，就
坐在家里看着电视打发时光。

“出门一趟太麻烦了，我也不喜
欢交太多朋友。”李爱平老人说，几
年前，自从老伴去世后，她的生活方
式完全改变。“不想出门，也不想打
扮，总觉得生活失去了一种依靠。”

她开始对生活凑合，不再打
扮，也不再买新衣服。她对交际更
是凑合，不再主动与朋友来往，也
不参与他们的任何聚会，完完全全
把自己“关”了起来。

对此，去年开始，社区“银发
帮”的志愿者上门为李爱英进行志
愿服务，以同龄人的身份，与她聊
天，做心理疏导，尝试转变她的生
活状态。“希望她不要‘凑合’，未来
还是有很多精彩的。”“银发帮帮
主”贺菊秋告诉记者。

2、一日三餐凑合吃
身体敲了“警钟”

家住渌口区向阳社区 65 岁的
陈玉芬，对自己的身体就一直凑
合，60岁时的健康状况与同龄人差
一截。

“之前吃饭就随便吃一点，我
觉得没必要吃那么好。”陈玉芬说，
她经常和老伴一起，一个菜凑合着
吃一天，也很少吃荤菜，每次去菜
场或者超市，都会买打折或者便宜
的菜，长久下来，她还摸索出“菜价
什么时段最便宜”。在老人家看
来，一是为了节约，再则人老了，没
必要吃的那么好。

正是这样的生活习惯，5年前，
刚过 60 岁的陈玉芬因营养不良摔
成腰椎骨折。出院后，她的腰部用
不上力，她的儿子只好每天来家里
做饭。腰伤渐好，她感觉儿子的孝
心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多次劝说儿
子不必每天来做饭。可儿子回想
母亲之前吃饭总凑合导致营养不
良，于是不放心，仍旧每天来给陈
玉芬做一荤一素。

“一直都这么凑合着过，发现
到现在，好像也给孩子添了一些麻
烦。”陈玉芬说。

见到刘红玲时，她一头紫色的波浪
短发、深绿色旗袍，妆容精致，身材匀
称，一点也看不出已经有63岁的年纪。

她跟记者说，退休后，除了带孙的
两年，时间一下子就充裕起来，因为身
材姣好加上会打扮，她成为楼下一家裁
缝店的模特。

“大概是因为我穿着好看，品位也
足够吧。”说起这些，刘红玲神色里充满
自信，这种自信，源于她长久以来对于
时尚与美的追求而来，她形容自己的生
活里，美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从自己年
轻时就接触到时尚有关。

她记得，儿时对于美的概念，是受
母亲的影响，在那个衣着单一的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母亲会烫着一个小卷，穿
着一双皮鞋出门，非常精致。20 岁开
始，刘红玲便用上了口红、做起了头发，
穿上当时最流行的喇叭裤、百褶裙。

如今已经年过六旬的她，依然也没
有放弃对美的追求，会和女儿讨论当下
流行的口红色号和发色，也会时不时和
女儿或者姐妹一起，去逛街买衣服。“常
常逛一次街就买回一大堆衣服，但很多
衣服其实就穿那么一次，或者干脆忘记
穿。”刘红玲笑说。

在她看来，对于精致生活的追求，
和年龄无关，她会为了每一个聚会精心
挑选衣服，哪怕只是出门丢个垃圾，也
要打扮一番。“最重要是自己开心了。”

1、出门必打扮
为每一个聚会精心挑选衣服

72岁的罗金莉老人，是一个特别爱
学习的老太太。在沿河社区，她是出了
名的“学习达人”，只要社区里有什么技
能学习活动，她都会参加。

“在退休之前，我唱歌、跳舞都不
会，但退休后我都报了名。”罗金莉说，
在社区艺术团，她从一名学员，渐渐成
为一名主力。她形容那段时间学习生
活：每天很早起床，把孙儿的早饭做好
后，便出门到艺术团排练和学习，到了
下午孙儿放学前，再回家做饭。她说，
每一个唱腔和咬字的发音，她都会很细

心地请教其他的社团成员。
前段时间，社区开了一堂智能手机

使用的课程，她也报名参加了，在她的
想法里，是想紧随当下潮流的。“除了一
些自己本身就喜欢的东西，什么东西流
行，我也会去学习的。”

正是这样的“好学”，也带动了他的
老伴。如今，老两口会一同报名学习技
艺，而她下一步的想法，则是报名参加
株洲晚报老年大学里的一些课程，结交
更多的朋友，学到更多的好知识。

2、学无止境是“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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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

“争取劝说邻居跳广场舞不扰民”
唐荣光 68岁 天元区尚格名城小区

发挥余热
为更高水平文明城市助力

主持人：仰光

自我市出台 2019 年文明
创建“十大文明行动”及“十大
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深

入开展文明城管、文明交通、
文明餐桌等“十大文明行动”
及农贸市场环境整治、老旧小
区提质改造、市政基础设施补
短板等“十大专项整治行动”
以来，株洲正朝全域化更高水
平文明城市迈进，株洲的老年
朋友积极发挥余热，为文明城
市助力。

我们小区老年人很多，建
筑也很老旧。从株洲开始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开始，小区旧
貌换新颜，一些特别老旧的地
方都整理换新，乱搭乱摆的现
象都没有了，垃圾也都入了垃
圾桶。一些平时不太注意公
共环境卫生的居民在大环境
的影响下，也有了很大改进。
人人影响文明城市，文明城市

也能激励人的进步。
平时带孙女出门时，我和

老伴总会教导她过马路要走
斑马线要看红绿灯，也时常告
诫儿子开车要礼让行人。年
龄大了，我能为城市文明做的
事情不多，平时我和老伴尽量
不在上下班高峰期坐公交车，
我想，不给城市添负担就是我
能做的最大的贡献了。

“人人影响文明城市，文明城市激励人进步”
黄尚全 73岁 荷塘区601社区

创建文明城市以来，株洲
变得越来越漂亮，也越来越干
净整洁。每一次上街，都能看
到城市一点一滴的变化和进
步。比如最近，很多人行道上
都换了新的座椅，走累了就能
坐下来休息；还增加了一些分
类垃圾桶，很多人都会有意识
地把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
分开扔；礼让斑马线的司机也
越来越多，我和老伴每次过斑
马线基本上都会有司机停下

来等我们……
城市是由人组成的，文明

城市就需要大家争做文明人。
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份内
的事情，人人都能遵守交通规
则、爱护环境卫生，那城市一定
会越来越美。我虽然年龄大
了，但是一直很热爱生活，积极
向上，用实际行动向我身边的
人传播正能量。我觉得积极正
面的生活态度，也是为文明城
市做贡献的一种方式。

“人人争做文明人，城市就会越来越美”
雷太来 85岁 天元区园丁小区

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
过程中，株洲的变化非常大。
街头闯红灯的人越来越少了，
菜市场铺上了防滑地板砖，街
头巷尾的违规广告牌不见了，
城 市 里 的 噪 音 更“低 调 ”了
……对于文明城市创建这件
事，我们每一个株洲人都应当
身体力行。

我住的小区人多地方小，
公共活动区域太少了。老年

人跳广场舞就在居民楼旁边
的一块篮球场上。音乐放起
来的时候，确实也会影响到篮
球场旁边的邻居们，这在一定
程度上也会影响株洲文明城
市的形象。最近，我有时间就
会去篮球场上，劝说邻居们调
低音乐的音量，尽量做到广场
舞不扰民，也是为文明城市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050年吃不上香蕉了？

据报道，英国埃克塞特大
学的一项研究称，由于全球变
暖，自 1961 年以来香蕉的产量
有所增加。但是，温度持续上
升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到
2050年香蕉或将完全消失。

报道称，研究团队对世界主
要香蕉生产国和出口国进行了研
究，在目前27个香蕉主产国中，
包括印度、巴西、哥伦比亚等10
个国家的产量占到了全球产量的

86%。目前这10个国家的香蕉产
量每年都在减少，印度和巴西将
来可能会出现香蕉严重短缺现
象。对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等
国来说，“香蕉贸易”是国家的经
济支柱，香蕉产量减少也就意味
着经济将出现巨大滑坡。

香蕉目前还面临着土壤疾
病的威胁。研究团队称，做好
环保工作以保护“香蕉经济”已
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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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
曾见过一个
早起、勤奋、
谨 慎 、诚 实
的人抱怨命
运 不 好 ，良
好 的 品 格 ，
优 良 的 习
惯 ，坚 强 的
意 志 ，是 不
会被假设所
谓的命运打
败的。
(富兰克林)

△走得
最 慢 的 人 ，
只要他不丧
失 目 标 ，也
比漫无目的
地徘徊的人
走得快。

（莱辛）

△生活，
不是等暴风
雨 过 去 ，而
是学会在风
雨中起舞。
（宫崎骏）

△外表
的美只能取
悦 人 的 眼
睛 ，而 内 在
的美却能感
染 人 的 灵
魂。

(伏尔泰)

△所谓
强者是既有
意 志 ，又 能
等待时机。
（巴尔扎克）

△一个
人二十不狂
没 志 气 ，三
十犹狂是无
识妄人。
（钱钟书）

△谁不
曾有过脆弱
的时刻？但
是 有 一 天 ，
你会找到坚
强 的 理 由 ，
然 后 你 知
道 ，这 样 的
你 ，才 会 活
得更好。
（张小娴）

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可
监测健康状况的可穿戴设备越
来越受到人们青睐。美国斯坦
福大学研究人员最新研发的一
款“创可贴”传感器可完全贴合
于皮肤，监测心跳和呼吸，较之
以往设备更加轻便小巧。

当这种“创可贴”传感器贴
在测试对象的手腕或腹部时，
它可通过检测皮肤的伸展和收
缩，来监测人的脉搏和呼吸。
这一名为“BodyNet”的传感器
贴纸由贴在柔性衬底上的直径
几毫米的小传感器和无线射频
识 别 天 线 构 成 ，可 随 皮 肤 伸
展。固定在衣服上的带电池的
接收器可为贴纸无线供电。收
到贴纸读取的皮肤信号后，接
收器就会经蓝牙将信号上传至
智能手机等终端。

论文通讯作者、斯坦福大
学化学工程系教授鲍哲南介
绍，最大的挑战在于传感器天
线可能会随人体运动变形，影
响信号收发。为此，研究人员
利用丝网印刷技术把金属墨水
印制在橡胶贴纸衬底上，形成
可弯曲天线，并开发了新型无
线射频识别系统，使天线随皮
肤起伏时也能发射更强更准确
的信号。

鲍哲南说，现有传感器还
比较简单，主要检测伸张力、温
度、压力等，实验室正致力于开
发能检测汗液、其他分泌物等
多种化学信息的传感器贴纸，
以提供更多健康信息。未来，
这种传感器“创可贴”有望首先
用于为睡眠障碍或心脏病患者
提供医疗监测。

“创可贴”传感器
可贴于皮肤监测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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