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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一个老人精神上有了依托，就会让生命
更加充盈，让生活更加丰富，让人生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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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丽水首批市级“剪贴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95岁的王浣清在有所为中，她
不光收获了荣誉，更收获了快乐，同时，也把传统艺术与丽水推广了出去。

人老亦当有所为

核心观点

大家都按照职业标准，干好自己手
中的工作，待别人事如待自家事，一定会
人人受益。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丽水首批市级“剪贴画”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95岁的王浣清老人，每天坚持十几个小
时钻研，以旧挂历、广告纸等为原材料，剪出备
受欢迎的剪贴画，持续助力秀山丽水走向更广
阔的世界。（据本报）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王浣清老人，那就是老
有所为。

人老亦当有所为。
老人经过人生的风风雨雨，老人往往积累

起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当中，有的具有卓越的
管理オ能，有的具有专门的知识和专业技术，
有的特别豁达乐观乐于奉献。老有所为，这是
利用时间、体现自身价值的需要，更可以在有
所为中收获幸福感获得感，并为家庭社会的和
谐幸福发展提供力量，给家庭社会创造不可忽
视的价值。

2003年，王浣清老人在整理旧报纸时，发
现了许多夹在报纸里送来的广告纸，她突发奇
想：能否将它们充分利用起来？于是，便试着
把废纸做成剪贴画。王浣清的彩色花鸟剪贴
画以秀山丽水得天独厚的花鸟资源为题材，具
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息。2008 年至
2010年，她连续三年获得“和谐杯”全国书画摄
影作品大赛特等奖，多次受邀远赴日、美、法、
泰等国参展，先后获得“最具文化魅力的艺术
名家”“艺术传承大师”等荣誉称号。实际上，
在有所为中，她不光收获了荣誉，更收获了快

乐，同时，也把传统艺术与丽水推广了出去。
老有所为需要老年人树立健康的人生态

度。人老了应该发挥自身所长，力所能及地干
有益于家庭社会的事。这才是健康的人生态
度。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克服遇到的各种各样
的困难，有所为。

“我已是耄耋之年，人生的终点是摆在眼
前的未知数，我现在真的是惜时如金，还是想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作品上。”王浣清说，

“我时间不多了，能剪一天是一天，就担心这门
手艺会失传。”王浣清老人的人生态度是积极
的。因为这样的人生态度，她全身心扑在剪贴
画创作上，同时，作为非遗传承人的她，心里一
直记挂着的，是肩上那份关于传承的使命感。
目前，王浣清已先后带了 30多名学生。

本报还报道了一位老人的作为。3月 2日，
92岁的老党员付寿庭走完了他质朴而又光荣
的一生。临终前，他自愿将遗体捐献给莲都区
红十字会，以另一种形式在医学研究领域发光
发热。2017年 4月 24日，付寿庭与莲都区红十
字会签署了志愿捐献遗体协议。他说：“我生
不争利，死不占地，把自己的身体贡献给党和
国家，希望能为社会做最后的贡献。”正是因为
这种令人敬佩的态度，让这位老党员做出了令
人敬仰的举动。

如今，全面建设绿水青山与共同富裕相得
益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丽水的新征程已然
开启。在这个火热的新时代，愿老人们在广阔
的舞台老有所为，绽放别样的光芒。

□ 莲都 邹成

近日，95岁高龄老人王浣清出圈成为了“网
红”，她每天坚持钻研十几个小时，以旧挂历、广
告纸等为原材料，剪出备受欢迎的剪贴画，在传
统艺术的传承和创新中不断推出新作品。

成功的背后来自于下定决心后不懈的努
力。2003年，已经退休 27年的王浣清，突发奇
想：能否将废旧报纸充分利用起来？心动不如
行动，随后她便一头扎进一堆广告纸里，每天
花十多个小时不断摸索创作。她通过潜心发
掘研究，采用以剪为主、以贴为辅，将国画和剪
纸完美融合在一起，最终突破了传统剪纸的局
限，多措并举打造出别具特色的彩色花鸟剪贴
画。因画面精美、蕴含强大的生命力，她的作
品一经推出，便广受欢迎。2005年 11月的第一
次公众展示，是她带着秀山丽水的花鸟走向广
阔世界的开始。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一个人精神上有了依托，年龄的增长只会
让生命更加充盈，让生活更加丰富，让人生更
加精彩。

有了付出，自然会得到回报，有了信仰，精
神才能传承。2008年至 2010年，她连续三年获

得“和谐杯”全国书画摄影作品大赛特等奖，多
次受邀远赴日、美、法、泰等国参展，先后获得

“最具文化魅力的艺术名家”“艺术传承大师”
等荣誉称号，家中奖杯和证书见证了王浣清的
辉煌之路。面对这些荣誉，老人想得更多的只
是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在 2012年后，85岁的
她已不再参评比赛，也很少参与出访活动，推
掉了国内许多媒体的专题采访，一心在家埋头
作画。北京、香港等多家机构还曾多次出高价
邀请老人开展创作，都被老人一一拒绝。她
说：“我已是耄耋之年，人生的终点是摆在眼前
的未知数，我现在真的是惜时如金，还是想把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作品上。”这话语是多
么朴实无华、发自内心。一个人的精神境界能
传递人的格局展现出对于外在的淡然，对于精
神追求的执着，这是灵魂深处的觉醒。

以剪为媒，出而为艺，入而悟道，让生命中
说不完道不尽的风景尽在其中。95岁的王浣
清，让我们认识百岁人生，一切皆可能；让我们
感受到年龄不能限制思维，梦想就是拿来实现
的；更向我们传递出灵魂深处对于传统文化的
追求和执着，为我们带来了一次灵魂之旅。

向黄医生学职业精神

□ 市直 一言

日前，晚报刊发的松阳县一位医生行
医 35年，坚守医者仁心的故事看了令人敬
佩。这位医生名叫黄樟生，现年 67岁，出
身于医药世家，是位转业军人。1987年入
职于松阳县人民医院，开始了他的“平价”
医路。

“我自己小时候家境就不好，很能体会
病患的心情，根本不忍心开多余药和高价
药，不然就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黄樟
生说。从医多年，他给病人开药方一般也
就几十元，不会超过一百元，经他手开出的
药方，平均单张药费不超过 50元，被患者
亲切地称呼为“平价医生”。

日常工作中，黄樟生碰到患者塞红包
的情况很多，但他从来都拒绝接受。在黄
樟生看来，治病救人是自己的本分，尽职尽
责地完成本职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工
资收入就是对工作的回报，超出工资范围
的钱，不是应得的，拿着也不会安心。

他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选择，一是家
风熏陶。黄樟生的外公和舅姥爷都是医
者，母亲也颇通医理。在长时间的耳濡目
染下，先祖及长辈“治病救人为先”的行医
理念已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他“面向普通
人，只开平价药”的最初理念和始终践行的
动力。二是部队培塑。人民解放军是一座
大熔炉，在这个大熔炉里，使他树立起正确
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铸就了为民行
医的“魂”和“骨”。黄樟生数十年如一日，
孜孜以求、淡泊名利，给病人作担保、垫付
医药费的情形不知经历了多少，然而这对
他而言就是满足，就是快乐。这就是医生
的职业精神，值得点赞。

职业精神，就是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
去判断，按照职业规范去办事，不因人情世
故而改变。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选择很多，影响选择的因素更多，以至于有
时候模糊了我们的初衷，让我们忘记了出
发时的打算，追求的目标、价值观可能会发
生摇摆。黄樟生的故事提了一个醒：无论
追求什么，都不能让仁爱的底色褪去。做
不到，需要社会各界创造环境培养实现的
土壤；能做到，更需要社会各界去呵护。总
之，让求仁得仁成为一种共识，这才是一个
积极向上的社会所应有的精神面貌。

回到黄医生这件事上，我们应该学习的，
正是他医者仁心的职业精神。当裁判，就应
该按照规则办事，不能因为主场、客场有所区
别；当厨师，就得保障自己手下的食材干干净
净，自己吃和顾客吃得一个标准；当酒店的保
洁人员，就得以干净卫生为操守，拿脏毛巾擦
杯子的事，没人瞧见也不能干！

从这个意义上说，尊重职业，其实就是
一种道德。大家都按照职业标准，干好自
己手中的工作，待别人事如待自家事，一定
会人人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