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朱万红 美编：马永琴 校对：蔡斌 组版：陈晓明

2019年10月16日 星期三05 专题

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
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
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能
提高老年人生活和生命质量、
维护老年人尊严和权利，而且
能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和
谐。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
天。参加启动仪式的老党员、
老干部、老同志表示，将自觉发
挥“老”的优势，珍惜光荣历史、
不忘革命初心、永葆政治本色、
传承红色基因，充分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保持阳光心态，好学
状态，展示所学，分享所得，丰
富自己，快乐他人，积极讲好中
国故事，传承好特区艰苦创业
精神，力所能及助力珠海文明
城市建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助力新时代珠海“二次创
业”，把“老有所为”的“小为”汇
聚成影响社会的“大为”，弘扬
好家风，传承好家训，做新时代
的风范长者、阳光老人，努力在
推动老龄事业的接力奋斗中施
展才华，绽放光彩。

活动主办方有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以开拓奋进、攻坚克
难的精神，把珠海·文化重阳节
这个富有时代感和生命力的活
动，打造成珠海节庆活动的标
杆，珠海老年文化的品牌。”

活动

打造珠海老年文化品牌

第二届珠海·文化重阳节系列活动有序开展

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搭建老同志正能量展现平台

撰文：本报记者 廖明山 王晓君
摄影：本报记者 吴长赋

为了积极应对老龄化，繁荣珠
海老年事业，10月12日，由珠海市
卫生健康局、珠海市老年教育研究
会、珠海市老年大学、珠海传媒集
团主办的第二届珠海·文化重阳节
系列活动，在报业大厦正式启动，
珠海市老年大学的学员以及来自
我市各个社区的长者近300人参
加了当天的启动仪式。

随后，“关爱老人，名医进校
园”活动、文艺联欢会、老年教育理
论及老年事业发展研讨会等一系
列丰富的文化活动陆续开展，这是
一场全市老年朋友的盛事，为老年
人提供了一个展示阳光心态、体验
美好生活的平台，珠海传媒集团全
媒体推广矩阵同时助力，努力将该
活动打造成一个立足珠海、面向全
国的老年文化盛会。

“念亲恩，九九话重阳。岁岁重
阳，今又重阳，桂花飘香，秋高气爽
胜春光。”重阳节又称“老人节”，是
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节日，也是
属于老年人的金秋时节。

据悉，第一届珠海·文化重阳
节于去年重阳节期间成功举办并收
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本届文化重
阳节将继续通过专题讲座、研讨会
以及文化展览、汇演等形式，以全媒
体推广方式（报纸、电视、电台、视
频、微信公众号、APP、网站、现场
等），使珠海市老年文化品牌实现可
持续发展，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及时
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共识和观念。

今年，又逢重阳节这个老年人的
重要时节，珠海市老年教育研究会、
珠海市老年大学和珠海市卫健局携
手珠海传媒集团，推出系列活动，全
方位展现广大老年人的精神风貌和
新时代风采，期望激励和引领更多老
年朋友“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珠海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珠
海市老年大学负责人孙强表示，目
前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2.5
亿，每年增加 8000 万左右老龄人
口，人口老龄化是贯穿我国21世纪
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全面
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和老龄政
策法规教育，引导全社会增强接纳、
尊重、帮助老年人的关爱意识和增
强老年人自尊、自立、自强的自爱意
识。”孙强说，“国家相关政策为应对
人口老龄化指明了方向。”

“举办文化重阳节活动，是为了
增强全社会人口老龄化国情意识，
传承崇老敬老、厚德仁爱的优秀传
统文化，呈现广大老年人积极健康、
多姿多彩的活力形象，使广大人民
群众在参与中增强幸福感，激发出
广大老年人的热情和力量，让广大
老年人初心不改、使命不忘，自觉
做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和坚定
支持者，在助力珠海改革发展稳定
中有所作为、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有所作为、在为党
委和政府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建言
献策中有所作为，为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贡献余热。”孙强说，文化重阳
节活动通过举办宣传、讲座、展示
等内容丰富的活动，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全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新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和政
策制度体系，共建、共享和谐的老龄
社会，以推动我市老龄事业不断向
前发展。

启动

丰富老年人文化生活，展华龄风采

阎志强是中山大学社会学
与人类学学院、中山大学人口
研究所副教授，也是硕士生导
师。在第二届珠海·文化重阳
节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之
后，阎志强等专家在举行的研
讨会上，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
化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发展
历程、深刻影响等，提出要引导
全社会准确把握人口老龄化对
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
确看待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规律，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及时
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共识。同时，结合我
市情况，宣传我市在“构建养
老、孝老、敬老的幸福美好健康
社会环境”的主要成绩，倡导积
极老龄观。

他表示，积极老龄化是一
个为人们增龄时提高生活质
量，将健康、参与和保障机会最
优化的过程。积极的老龄化理
念既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人
口群体。老年是人生重要发展
时期。对生命历程形成较稳定
的预期和积极规划，能够助推
老年人有尽可能长地健康、独
立和自由发展。

随后，他为大家讲述了中
国人口老龄化形势，通过纵向
比较、国内和国际比较，使在场
观众认识到70年来人口老龄化
发展历程特点和形成原因，以
及未来30年人口老龄化趋势。

据他介绍，人口老龄化发
展历程特点分别是人口经历

“年轻化、缓慢老龄化、快速老
龄化”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
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但远低
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速度
高于很多国家；低龄老年人口
占老年人口的多数，人口高龄

化、尤其是女性人口高龄化进
程显现；人口老龄化过程的城
乡和地区表现不平衡。

“人口老龄化的成因：超高
生育水平快速下降到低生育水
平并长期维持；人均预期寿命
的持续延长；经济社会卫生健
康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他说，
从 2020 年至 2050 年，是人口
老龄化深度发展时期，“前15年
人口老龄化继续加速，后15年
速度减慢。”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影
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阎志强
说，在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前40
多年时间里，老年负担比较轻，
属于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人口红
利”时期。2010年后老年抚养
比升高，主导总抚养比持续上
升，2030年老年抚养比对总抚
养比的影响提高到与儿童抚养
比相当程度。在老龄化加速加
深时期，特别是2030年以后，老
年抚养负担加剧，接近世界高收
入地区水平，需要更多制度创新
应对较严峻的挑战。

2015年，广东省的数据表
明，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分别
是家庭供养、离退休金养老金、
劳动收入。“年龄越大老年人越
依靠家庭成员供养，大部分地
区家庭成员供养是第一生活来
源，支持家庭供养能力、提高社
会养老保障水平、鼓励低龄老
人再就业对实现老有所养意义
重大。”他说。

阎志强指出，“2015 年广
东老年人口生活不能自理比例
较低，比2010年有所下降，但
85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该比例有
所上升。应优先针对高龄老
人、健康状况薄弱地区，解决不
充分不平衡健康服务供给短板
问题”。

了解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我叫王毅，今年80岁，
退休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纪
律检查委员会正处级副主
任，现在是珠海市老年大学
学员。”在研讨会上，一阵铿
锵有力的话语传入耳中，发
言者是一位80岁的老人。

王毅介绍说，她曾先后
荣立二等功和三等功，被评
为优秀党员。今年国庆节前
夕，她所在的单位为她颁发
了一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
让她想起了在部队上和转业
后工作与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在军队服役33年，转业
到地方工作16年。无论做
什么工作，我都要求自己尽
心尽力，能做到100%，绝不
做99%。”她说。

2000年11月，王毅退休
了。她对自己说，退休思想
不能退坡，要继续学习，同时
要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她开始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直属机关老年大学学习，
2009年成为珠海市老年大
学学员。先后学习了电子
琴、摄影、电脑；学习了诗词、
歌词和散文的写作。这期
间，她生过病，住过院，遭受
过因摔跤腿部骨折的痛苦，
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她就
坚持学习和参加学校的各项
活动。

“我先后完成了 60 多
篇习作，为校报写稿约 30
篇，还为《珠海特区报》投

稿近十篇。我和同学们一
起将大家的自创节目搬上
舞台演出，丰富校园生活。
此外，我还用自己所长为社
区的父老乡亲服务。教他
们唱歌，从5人到50多人，
最后发展成为社区艺术
团。”王毅说，她把军队思
想政治工作的传统在这里
发扬光大，使这个群体充满
了团结和谐的正能量，成为
老人们健康快乐生活的平
台和活跃社区文化生活的
重要力量，艺术团曾获得

“香洲区优秀文艺团体”称
号。

有一句话说得好，伟大
的目标产生伟大的毅力。王
毅之所以能够几十年如一
日，努力学习，积极工作，是
因为心里有一个信念：跟着
党，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
美好。

王毅表示，我们都为这
个时代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工作，不为功利，只为心
愿，但党和国家给了我们
很多荣誉。“作为受党多年
教育的老同志，我们虽然
退休了，仍要努力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转变观念，开阔
视野，尽可能地融入社会，
参与社会发展，做一个有
情怀、有担当、受尊敬的新
时代的新老人。如此，我
们才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
代。”她说。

退休不褪色
不忘初心发挥余热

12日，第二届珠海·文化重阳节开幕。

第二届珠海·文化重阳节活动现场。

研讨会现场的老年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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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至27日
珠海电台将录制两期《幸福老

爷车》节目；每期节目邀请 2—3 名
老人家畅谈退休后的生活方式、养
生方法、退休后的学习情况，讲好
老龄故事、传播老龄声音。

●12日至19日
在珠海特区报微信号或知珠侠

微信号上推送展出8天，集中展示
优秀的书画作品和摄影作品，展现
老年人的艺术风采。选择一些具有
专业艺术性的书画、摄影作品，集中
在珠海特报APP上展示发布。

●14日至26日
在市老年大学举办“关爱老人，

名医进校园”活动，为老年人做公益
义诊，并在活动现场宣讲传播健康
知识，倡导老年人健康生活方式。

●11月25日
市老年大学邀请全市老年教

育研究人员及专家、老年事业相关
人员举办理论研讨会，珠海传媒集
团将全方位报道相关活动，精彩言
论同步见报，新媒体平台、新闻网
同步发布。

●11月底
在市老年大学多功能厅或报

业大厦一楼报告厅举行文化重阳
节文艺联欢会，珠海传媒集团可视
化中心将拍摄视频，并发布在新媒
体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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