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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5日是遵义会议召开
86周年，作为一名遵义人，能为这个红色
城市保留一点文化记忆，做一点小小的贡
献，我深感光荣和欣慰。”贵州省遵义市红
花岗区老城街道办事处居民杨敏志说。

今年80岁的杨敏志是地道遵义人，
居住的地方距离遵义会议会址不远。20
世纪80年代，他开始收藏遵义会议会址
的门票，一聊起来，就仿佛打开了他的

“话匣子”。
杨敏志年轻时擅长摄影，靠摆照相

摊谋生。他喜爱旅游，经常到全国各地旅
游拍照片，而每到一个景区，他会特别留
意门票。“门票上一般都是景区的美丽风
光，我把它们带回家，压在书桌的玻璃下
面，没事就仔细欣赏。”杨敏志说。

慢慢地，门票收藏成了杨敏志的业
余爱好，特别是收藏遵义会议会址门
票。20世纪80年代，公众参观遵义会议
会址需购买2角钱一张的纸质门票。但
杨敏志寻觅收藏时，最早的这批纸质门
票刚刚淘汰。不死心的他四处苦苦寻
找，两年后，终于在遵义会议会址后的
一片竹林里，找到一张完整的会址早期
门票，这令他如获至宝，保存至今。

记者看到，这张浅粉色的纸质门票
仅有火柴盒大小，票面印制着“遵义会
议会址后花园 门券 贰角”的字样。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田兴咏说，这
应该是遵义会议会址最早的门票。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敏志从杂志上
得知，全国有不少人和他有着同样的爱
好，而且各地经常举办民间的门票收藏
展。作为门票收藏爱好者，杨敏志自然
不肯错过，一些藏友听说他来自革命圣
地遵义，主动找到他住的旅馆房间，要
求交换遵义会议会址的门票。这令他深
受感动，也备受启发。

“在和全国各地藏友们交换门票的
过程中，我大开眼界，也产生了为遵义
会议会址设计一套新式门票的想法。”
杨敏志说。1994年，遵义会议召开60周
年前夕，杨敏志在征得遵义市相关部门
同意后，无偿为遵义会议会址设计了一
套6张的纪念门票。记者看到，这套门票
分别印制着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总政治
部旧址、红军烈士陵园、娄山关等遵义
红色景点的彩色照片，这些照片都是杨
敏志拍摄的。照片的右边，还印制有“遵
义会议 ’95六十周年纪念券”的字样。

“这套门票的底版是银灰色，不抢
色，‘遵义会议’4个大字是烫金的，比之
前的塑胶票看起来更精美大气。”杨敏
志自豪地说。这套纪念门票印出后得到
国内不少藏友的点赞，许多外地藏友纷
纷来信征集收藏。

遵义会议会址面向公众开放以来，
会址门票数次更换，除了20世纪90年代
末的一套门票，由于发行时间太短，杨敏
志没有收集到之外，他几乎收藏了遵义
会议会址各个时期的门票，共计26张。

近40年来，遵义会议会址的参观人
数从每年几千、上万人次，增加到每年
几百万人次，最高时超过500万人次，门
票“块头”从小变大，从简单几行字到文
图并茂，金额从2角、2元，增加到6元、
20元。杨敏志说，2008年，遵义会议会址
开放免费参观后，门票越来越大气，也
更具收藏价值。

“在我看来，每一张门票不仅是一
张‘通行证’，也是一座城市给外地人的

‘第一印象’。”杨敏志说，“遵义会议会
址门票，是遵义这座红色城市的‘文化
读物’，更承载着遵义会议召开86年以
来，这座城市满满的红色精神和情怀。”

门票里的“红色记忆”
李惊亚

“您叫什么名字呀？您今年
多大年纪啦？您以前是做什么工
作的呢……”在湖南省长沙市康
乃馨老年呵护中心的评估室里，
王帝权正在和80岁的雷爷爷聊
天。王帝权一边提问，一边在一
叠表格上打分，乍一看，像是进
行着一场面试。

问完了问题，王帝权又带雷
爷爷到生活自理能力评估区继
续“考试”：“您能自己取下这个
花洒洗澡吗？”雷爷爷独立取下
花洒并顺利放了回去，“呀，您真
棒！”王帝权竖起大拇指，又在表
格上打分。

通常，给老年人完成一场这
样的评估，需要至少半个小时。在
王帝权工作的这家养老机构里，
有30多名具备评估资格的工作人
员，他们通过观察与提问，对600
多位常住老人进行能力评估。

“养老评估工作其实一直都
存在于对老人的日常护理工作
中。”王帝权说。但现在，他有了
个“官宣”的新身份——老年人
能力评估师。

今年7月，老年人能力评估
师成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
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
局向社会发布的9大新职业之一。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
政部培训中心）老年福祉学院院
长屠其雷表示，老年人能力评估
师是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生活
活动能力、认知能力、精神状态等
健康状况测量与评估的人员，目
前全国各地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大致分为专职和兼职两种。

之所以要对老年人进行能
力评估，屠其雷解释道：“能力评
估的结果会决定老人在养老机
构享受的护理等级，从而让他们
获得相应的养老护理服务。”

回想起得知自己的工作成
为国家认可的新职业时，王帝
权乐呵呵地说：“别提我有多高
兴了！”

今年 36 岁的王帝权，已经
工作 10 多年了，但从事养老工
作，才刚刚3年。“我大学学的是
会计学，毕业之后，不管是在外
地打拼，还是回老家湖南发展，
我的工作一直专业对口。”

2014 年，王帝权入职现在
这家养老机构，依然从事财务工
作。“在这里我有了很多与老年
人相处和沟通的机会，于是萌生
了一个念头，想转行给这些老人
做点事情。”

2016 年，王帝权考取了养
老护理员证、社工证。2017 年，
他递交了转岗申请，结束老本
行，开始照顾老年人。

“他们有的安静，有的热闹，
有的要吃辣，有的爱喝汤……”
开始与老人朝夕相处的王帝权
渐渐感到，只有了解每个老人，
才能照顾好每个老人，“他们都
是独一无二的。”

问题来了，怎么了解每位老
人？“第一步，就是对老年人进行
综合评估。”王帝权说。2019年，
王帝权参加了由国家老年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湘雅）、中华医
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组织的“老年
综合评估（师资）培训”，并通过考
核，成为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我们用一整套评估体系，
对老人的各个方面进行能力评
估。”王帝权说，根据评估结果，
护理人员再为每个老人制定相
应的评估计划和护理方案。

“这样一来，评估工作就得
以从日常护理工作中独立出来，
从而具备更加全面、系统的工作
职责。”王帝权说，他所在的养老
机构，在每位老人首次入院、入
院第7天、入院半年、入院1年以
及发生意外状况时，都需要对其
进行能力评估。

每多一次评估，王帝权对老
人的状况越熟悉，老人对他也越
亲近。

“一开始素不相识，有的老
人甚至不愿和你说话。”王帝权
说，他也遇到过老人不配合的情
况，但他知道：“和老人相处、对
他们进行评估，是需要耐心的，
不能一蹴而就。”

3年来，王帝权经历各种第
一次：做护理员时，第一次给老
人洗澡、第一次协助老人如厕；
做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后，第一次
拿着厚厚的评估量表，和陌生的
老人对话，第一次成功打开他们
的心房……

“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
爷爷，已经认不得很多人了，但
他每次见到我，还总会叫我一声

‘小王’。”王帝权自己很开心，觉
得这几年没有白折腾。

随着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日
益提高，王帝权觉得，老年人能
力评估师的职责，更多地落在了
对老人心理需求的满足上。

“我愿意成为老人故事的聆
听者、随时的陪伴者和晚年生活
的守护者。”王帝权说。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我是他们的“守护人”
张格 黄康懿

彭国飞如今成了杨木村的“红人”，
他当了一辈子农民，没想到在 75 岁时

“火”了一把。抖音短视频、网络直播，这
位年逾古稀的“网红爷爷”，如今在网络
平台上获得大量粉丝关注和点赞。

杨木村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永顺县芙蓉镇，山岭阻隔、产业薄
弱、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长时间制约着
这个小山村的发展，2014年贫困发生率
达到40.5%。

得益于国家扶贫政策，近年来，在湖
南省委网信办驻村帮扶下，杨木村改善
水、电、路等设施，铺设了15公里光纤，
实现宽带入户，目前整村已实现4G信号

全覆盖，全村已于 2019 年底脱贫出列，
贫困发生率下降至0.33%。

网络通畅了，如何打造知名度，让更
多村民受益？驻村扶贫工作队联合长沙
市知名媒体，将网络直播培训班设在杨
木村，手把手教村民如何做“网红”。

彭国飞听到消息后，立刻就报了名。
“他当时拿着自己的老人机，过来就说要
参加培训班做‘网红’。”湖南省委网信办
驻杨木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戴
海文说，“彭大爷很积极，对新鲜事物有
着浓厚的兴趣。”

培训班于去年年底开班，彭国飞成
了年纪最大的学生。“能够在网络上获得

关注，这对家乡也是一种宣传，现在农村
的土特产很多，要想办法卖出去。”他说。

态度很坚决，但想“红”却不容易。经
过多次探索，杨木村“网红”团队中的返
乡青年彭超文最终锁定了抖音平台。镜
头前，彭国飞披着蓑衣，诙谐地讲述一些
社会热点话题，以会心一笑结尾。截至今
年11月中旬，“湘西飞爷爷”抖音账号已
有345万次点赞和上亿次的播放量。

“老爷爷会问要拍的段子长不长，他
有时候也觉得压力大，台词长了担心记
不住，但他十分配合，现在还跟着我们到
芙蓉镇集市上直播带货。”彭超文说。

今年 5 月，彭国飞跟着驻村扶贫工
作队来到了长沙，走进马栏山视频文
创产业园参观学习。“社会变化这么
快，我们不能掉队，要为乡村发展出
力。”彭国飞说。在那之前，他从未走出
过湘西大山。

“网红爷爷”诞生记
柳王敏

1 月 7 日，海口市盐灶三社
区长者饭堂的工作人员吴小静
为前来就餐的老人送上饭菜。

近日，寒潮来袭，海口市的
长者饭堂为老人提供送餐等多
样性就餐服务，保障独居和行动
不便的老人吃上热乎饭。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 摄

长者饭堂暖人心

白发苍苍的赵乃堂注视着
眼前熟悉的墓碑，上面刻着“王
有才、王意德、赵金山……”他虽
然一个字也不认识，但深深懂
得，“没有他们的牺牲，哪有今天
的幸福生活？”

75岁的赵乃堂是山西省黎
城县黄崖洞烈士陵园的守墓人。
这里千峰争秀、万壑争奇，赵乃
堂住在陵园附近崖壁下的一座
石屋里。他靠太阳能板取电，喝
山泉水，守护英烈29年。

抗日战争时期，黄崖洞兵工
厂是八路军根据地创建最早、规
模最大的兵工基地。1941年，著
名的黄崖洞保卫战就发生在此。

斑驳的墓碑上记载：本团受
命抗击，历八昼夜，雨雪交加，殊
死杀敌，而英勇奋发之气始终未
懈，以致获得敌我伤亡六与一比
之辉煌战果，缅怀壮烈牺牲诸同
志，苦斗坚持与壕堑共存亡之精
神，实为全民万世所景仰。

赵乃堂从小听着英雄的故
事长大。他的父亲曾为八路军运

送粮食、武器，打扫战场，黄崖洞
保卫战后，参与了这 44 位烈士
的集体安葬的工作。

1991年，黄崖洞烈士陵园需
要看护人，赵乃堂毫不犹豫地来
到这里。除了大年初三，亲戚们要
到老家给他拜年外，他几乎天天
守在这里。每天不到6点就起床
打扫陵园及周边步道，一天两次，
风雨无阻。每逢农历初一、十五、
传统节日，赵乃堂还会给他们焚
香，献上鲜花、水果等。碰到游客，
他就讲解当年英雄的故事。

看到墓碑上的字越来越模
糊，赵乃堂多次跟相关部门反
映此事，直到去年黄崖洞景区
为墓碑罩上一个防风化的透明
罩，他才安心。他说，烈士不应
该被遗忘。

在黄崖洞烈士陵园有一条
老赵定下的规矩：到访游客要向
烈士鞠躬致敬。提起此事，赵乃
堂一脸坚定地说：在国家危难之
时，他们献出了宝贵生命，我们
都应该感谢他们。

二十九年守护英烈
王学涛

隆冬时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
府银川市的北塔湖已是一片冰封。当许
多年轻人裹着羽绒服保暖时，74岁的李
发忠等一众“泳士”却习惯了在这里破
冰冬泳，挑战寒冷。

晌午时分，一条约2米宽、10米长的
泳道已经凿好。待同伴们将碎冰碴清出
水面后，李发忠换上泳装，光着膀子游
了一个来回后，准备上岸。

“游泳上瘾，我一年游四季，一天都
不落。在冰水里游，不冷是假的。但游完
上岸，感觉全身都暖暖的。冬泳这些年，
我冬天很少感冒、流鼻涕。”这位七旬

“泳士”说。
李发忠冬泳已有 10 多年。在他看

来，冬泳是一种极限挑战，更是一种血
管体操。科学冬泳既能增强人体抗寒能
力，有利于人体微循环，又能增加血管
弹性，促进血液循环。

“水温几度，我们就游几分钟，很安
全。”李发忠说，“上了年纪，更要强身健
体少生病，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而对另一位七旬“泳士”王保生来
说，坚持冬泳也是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一种方式。“我们老了，能做的就是增
强自身免疫力，远离病毒，不占用公共医

疗资源，不给国家和社会添麻烦。”他说。
王保生比李发忠小两岁，冬泳20多

年、参加铁人三项比赛10多年，因此熟悉
他的人都叫他“王铁人”。退休这些年，他
将运动完全融入生活，曾远赴俄罗斯迎
战“海象节”冬泳、前往武汉横渡长江、奔
赴青海抢渡黄河，辗转全国各地参加马
拉松赛、自行车赛、铁人三项赛……

2021年元旦当天，他和李发忠还参
加了甘肃省兰州市举办的第 32 届元旦
黄河冬泳表演活动，顺着黄河湍流，漂
流700多米，顺利到达斜对岸，拿到了新
年的第一块奖牌。

“很激动。去年受疫情影响，我只参
加过本地举办的一场铁人三项赛事，希
望今年能多去全国各地游一游、转一
转。”王保生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七旬老人爱冬泳
更为罕见，他们因此常被朋友笑称是

“疯子”，而两人也总是笑而不语。“我喜

欢，我就乐在其中，旁人不懂。”李发忠
笑得爽朗。

尽管随着年龄增长，李发忠记忆力
下降，冬泳完冲澡的简易水桶落在冰面
上好几次，但他依然认为退休这10多年
是自己最好的年华。“年轻时我喜欢田
径、篮球，但因为忙工作，很少运动。但
退休后，我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
在“三亿人上冰雪”的号召下，这两年李发
忠还学会了滑冰。每天冬泳上岸后，他总会
穿上溜冰鞋在冰面上滑一个多小时。

“我以前热身运动主要是跑步，现
在是滑冰。上了岸就是冰面，滑起来很
方便。”李发忠说。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李发忠和家
人曾在鸟巢、首都体育馆现场观看比
赛，为运动员呐喊助威。“2022年北京冬
奥会，有机会我还想再去一次，现场感
受运动的激情。”李发忠说。

七旬“泳士”爱冬泳
谢建雯 黎广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