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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欢快、奔放的动感节

奏，浓郁的江南韵味和强烈的

时代气息，融汇成清新悠扬、委

婉流畅的器乐合奏《欢庆序

曲》，同时拉开了演出的序幕。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退休老

人：在家里，他们身兼多职忙忙

碌碌；在社会中，他们发挥余热

积极参与；在舞台上，他们热烈

绽放焕发青春。厦门老年大学

艺术团带来的原创舞蹈《幸福

金秋》就讲述了这样一个老年

人服务社会、发挥余热的故事，

他们热情的舞蹈和诙谐的表达

形式，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原创是此次演出的一大亮

点。快板说唱《近邻健康歌》、诗

朗诵《美丽鹭岛 诗意厦门》、歌

伴舞《快乐金秋》等大部分节目

均为全新创作，其中歌舞《如梦

绿荫》、合唱《闽南戏韵》、情景

剧《手机培训》、男声合唱《我们

都是不老松》等节目，均由市老

年活动中心干部职工参与创

作、编排和演出工作。

本次演出收获了观众的一

致好评。观众黄先生表示：“最

令我印象深刻的节目是《我们

都是不老松》，歌词很有气魄，

音乐充满力量，融合了太极拳、

柔力球和健身球操的表演，给

人老当益壮的感觉。”10月 28

日、11月4日，本次演出中的一

些节目还将在中山公园和五一

广场分别组织上演。

展闽南特色 扬不老风采
厦门市庆祝2023年老年节文艺演出顺利举行

为老服务多元化
2023年，厦门市老年活动

中心守正创新、主动作为，截至

9月底累计服务老年人达22.5

万人次。中心还结合重大节庆，

开展大型文艺演出6场，充分展

示厦门老年人的风采和幸福生

活 。其 中 ，“ 我 们 都 是 不 老

松”——厦门市庆祝2023年老

年节文艺演出和老年人中国画

手机摄影中华诗词大赛，被市政

府列为厦门市市民文化节与网

络市民文化节“重头节目”。

2023年，市老年活动中心

加强市区联动，主动承办第十一

届市老健会等各类体育交流赛

事20余场，活动项目约20个，

吸引2200多名老年人参与，同

时还为基层老年体育骨干培训

300多名。

市老年活动中心为老年人

开设了28门实用、贴心的培训

课程，涵盖舞蹈、体育、书画、养

生、语言和智能手机应用等内

容，目前有 53 个班 1319 名学

员参与。中心还举办中国旅游日

英语主题沙龙，开设“老年人民

俗摄影”等线下线上同步直播

课，进一步拓宽老年教育渠道。

下一步，市老年活动中心将

面向基层继续创新开展老年文

体活动，促进社区老年文化繁荣

发展；继续突出党建引领，深化

文明创建，持续巩固深化主题教

育成果，深入开展省级文明单位

创建工作和文明城市志愿服务

活动；继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基地，打造文明创建特色品牌。

（记者晋君）

今年夏天热播的电影《热

烈》展示了一群热爱街舞年轻人

的舞蹈追梦之路，但街舞不只属

于年轻人，也属于老年人。市老

年活动中心和市老年基金会联

合举办了2023年厦门市中老年

街舞大赛，共有53个队近300名

中老年街舞爱好者积极报名参

赛，决赛将于11月5日在中山公

园举行。本次演出中，市老年活

动中心老年街舞队带来街舞节

目《放松》，展现了老年人充满活

力的一面，表演者平均年龄54

岁，其中年龄最大的62岁。

《放松》的演员、市老年活动

中心街舞班老师张延红介绍，

《放松》是相关类型舞蹈节目中

“难度最大”的，节目参演者都是

从中老年街舞大赛各参赛队伍

中选出来的优秀选手，“大家在

有限的时间里刻苦练习，相互帮

助、激励，尽情释放激情。”

晨报记者晋君

通讯员陈章奇

霞披夕阳情无限，霜染秋枫

叶正红。10月23日“老年节”当

天，“我们都是不老松”——厦门

市庆祝2023年老年节文艺演出

在厦门市老年活动中心音乐厅

顺利举行。老年朋友欢聚一堂，

载歌载舞，庆祝自己的节日。

本次演出由厦门市老龄工

作委员会主办，市老年活动中心

承办，市委老干部局、市工人文

化宫、思明区开元街道办事处、

市老年基金会、市老体协、市老

年艺术协会等单位协办，厦门夏

商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支持。

厦门市政府副市长、市老

龄委主任廖华生出席活动并致

辞。廖华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

老同志们送上节日的问候与祝

福，并介绍了厦门市老龄工作开

展情况。当前，厦门市已实现基

本养老保险、老年健康服务及养

老服务设施“全覆盖”，下一步将

持续深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着

力营造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

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

良好社会环境。

莅临演出现场的有市级老

领导庄亨浩、邵华、徐模、曾国

玲、刘绍清，以及市老龄委各组

成单位、全市涉老单位、演出主

承办单位和支持单位的领导。活

动旨在营造养老孝老敬老的良

好社会氛围，积极响应全国老龄

工作委员会关于开展2023年全

国“敬老月”活动的通知。

爱满重阳日，情暖老人

心。夏商民兴超市助力老年节

文艺汇演活动，当天，全体党员

志愿者走进市老年活动中心提

供志愿服务。

近年来，夏商民兴超市始

终坚持打造“民兴惠民”党建品

牌和“民生有所需，民兴有所

为”的品牌理念，携手市老年活

动中心积极推广“近邻党建，共

建美好社区，办好惠民实事”。

大道众行远，携手启新

程。市老年活动中心将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

大精神，树立积极老龄观，促进

健康老龄化，打造适老宜居社

会环境，不断增强老年人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创造更

加璀璨的老年艺术新辉煌。

原创节目成为演出亮点

爱心企业为老人送温暖

《闽南戏韵》弘扬闽南文化

特
写

厦门市小草艺术团演绎的

合唱节目《闽南戏韵》，由厦门市

老年活动中心主任倪锋斌作词、

泉州歌舞剧团原团长杨双智作

曲，在本次演出中首次亮相。节

目将非遗南音、高甲戏、歌仔戏

的表演元素融合在一起，尽展闽

南戏曲神韵，引发强烈反响。

谈及创作这首歌曲的初

衷，倪锋斌告诉记者：“这首歌是

今年年初开始创作的，用普通话

这种通俗易懂的形式来演绎，并

创新采用钢琴伴奏，希望让大家

更好地了解和传播闽南文化。”

小草艺术团团长苏玲玲在

节目中担当南音部分的演唱，她

的父亲是著名南音表演艺术

家。苏玲玲说：“我退休后开始

学习南音，受过南乐团中不少南

音专家的指导。”副团长茅建富

则告诉记者，该团成立十几年

来，一直走闽南地方特色路线。

《闽南戏韵》使用的是闽南什音

工尺谱，还包含了四五种语言，

表演难度很大，但大家克服了种

种困难，使演出取得了成功。

街舞《放松》尽情释放激情

延伸阅读

精彩的街舞节目《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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