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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邬振东

2月 6日（年初二）这一天，朱家的亲

朋好友不约而同地守在电视机前，收看

CCTV-12社会与法频道《夕阳红》栏目播

放的纪录片《寿宴：耄耋岁月恋爱记》。这

部纪录片讲述了尖山新区（黄湾镇）大临

村的朱大泉夫妇携手走过 70多年风风雨

雨的故事。

为何能吸引央视来拍摄
春节前，央视《夕阳红》节目组导演发

来微信告知朱大泉一家：“2 月 6 日下午

15：48将播放朱大泉夫妻的长寿宴。”这条

微信让全家人激动不已。

当天下午 3点，朱大泉家已是人声鼎

沸，亲朋好友以及村上的邻居挤在他们的

卧 室 里 ，守 候 在 电 视 机 前 等 待 着 节 目

播出。

朱大泉今年 95 岁，妻子沈胜宝也已

经94岁了，结婚73年，他们养育了二子一

女，没有海誓山盟，甚至不曾举行过隆重

的婚礼，但俩人相依相伴，携手到白头，一

起走过了 70 多年的风风雨雨，在村里传

为佳话。

去年 7月 20日海宁日报刊登了朱大

泉夫妇的报道《95 岁丈夫和 94 岁妻子结

婚 73 年——最浪漫的事，就是一起慢慢

变老》。报道在报纸及新媒体平台刊发推

送后，央视 12 套节目导演也看到了他们

的故事。

“夫妻之间互相体谅、互相帮助、共赴

患难，现在共享幸福晚年。如此长寿、又

有故事的夫妻，因此吸引了央视节目组的

眼球。”朱大泉的家人告诉笔者。

节目组整整拍摄了5天

去年 10 月，央视《夕阳红》节目组来

到大临村，他们拍摄的内容包括两位老人

的长寿秘诀、子女们的孝心、本地的特色、

人文风情、寿宴等。

从 10 月 15 日开始，到 10 月 20 日结

束，节目组整整拍摄了 5天。拍摄的重头

戏——做寿宴，放在了最后一天。全家

22人参与了拍摄，当天，朱大泉和沈胜宝

穿上大红的唐装，烧大肉、摆寿宴，小辈

们给两位老人磕头祝寿，老人还给大临

村 14组每一家分享了长寿面和寿桃。尖

山新区（黄湾镇）政府还特意组织了一支

文艺队到朱大泉家表演，村民们纷纷来

到朱大泉家祝贺，让两位老人的寿宴热

闹非凡。

朱大泉的大儿子朱新楣到钱塘江捕

到了一条鱼，做一道松子桂花鱼的菜，来

为父母亲做寿，朱新楣的弟弟朱新章为母

亲亲手印一条蓝花头巾，这些极具浓厚乡

土气息的场景，都被央视的镜头记录了

下来。

看着电视老夫妇湿了眼眶
2月6日15：48节目正式开播，朱大泉

夫妇看着那些熟悉的场景，竟忍不住湿了

眼眶。笔者发现，观看节目时，朱大泉还

一直拉着沈胜宝的手，夫妻俩的脸上又不

时浮现出幸福的笑容。

“中央电视台 12 套节目组来我家拍

电视，不仅是我们全家人，就连全村的人

都像过节一样高兴，今后我们要让这个

美丽动人的故事延续下去，一定好好照

顾父母。”朱新楣看着电视，忍不住笑

着说。

大年初二村民们围在电视机前看啥

九旬夫妻相守73年故事上央视啦

朱大泉夫妇和村民们一起收看央视拍摄的纪录片。■通讯员 邬振东 摄

■记者 俞伟慧

本报讯 这个春节，本报发起的

“我和妈妈拍个照”活动得到了许多市

民网友甚至周边县市网友的支持，一

张照片一句祝福，让这个团聚的节日

格外温馨。

今年 46岁的吴志华，家住袁花镇

夹山村，妈妈70岁了。不久前，吴志华

翻看自己的手机相册，发现里面自己

的照片有不少，可和妈妈的合影却很

少。那一刻，他拉过妈妈一起自拍，妈

妈有些不好意思，说这有什么好拍的，

“我清楚地记得，妈妈拍好照片，脸红

扑扑的，我给她看照片，她说原来照片

拍出来这么好看啊。”吴志华说，这个

春节，当他看到本报这个活动后很有

感触，当场上传了照片。

吴志华的妈妈是位典型的朴实农

家妇女，每天凌晨四五点她就起床烧

粥，等粥熟了再盛到小碗里，喊小辈们

起床吃早饭，一年四季天天如此。有

时候，吴志华看着妈妈年纪大了太辛

苦，就说这件事他来做，可妈妈总是

说：“你们年轻人上班辛苦，我在家里

没事做，这是我应该做的。”

一年又一年，吴志华只要有时间，

就会陪着妈妈出去走走，哪怕是村头

的小道上散散步也挺好的。“希望妈妈

永远健康快乐。”吴志华说。

网友“柚子”是一位医务工作者，

今年 26岁，当看到“我和妈妈拍个照”

活动时，她马上打开手机相册，找了一

会儿，终于找到一张去年夏天和妈妈

去乌镇的合影。

“我记得那一次是正好全家都休

息，所以难得出去玩一次。哎，我平时

工作挺忙的，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妈

妈。”“柚子”说。生活中，妈妈并没有

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柚子”

看来，细腻的母爱就是藏在生活的点

滴中。

来自海盐的张志亮关注了微信公

众号“海宁日报”看到了这个活动，也

上传了和妈妈的合影，“这个活动挺好

的，我们应该多陪陪妈妈。”张先生说，

他的妈妈 74岁了，带着她远一点去过

杭州、上海，近一点到过海宁的盐官、

南关厢，这个春节妈妈不想出去玩了，

他就在家里陪着她，希望妈妈身体健

康开开心心。

日夜奔波、整年辛苦，我们试图向

世界证明自己，有时却忽略了身后的

爸爸妈妈。无论功成名就，还是微小

平凡，我们都是父母眼中不变的孩子、

心中永远的牵挂。

网友积极参与
“我和妈妈拍个照”活动

一张照片一句祝福
这个春节格外温馨

■记者 贺洁靓 通讯员 王月明

2月 4日上午 10点，在南关厢历史文

化街区的鱼市码头上，近二十名冬泳爱好

者已经换上了游泳装备，他们穿着泳衣泳

裤，戴着各色的游泳帽和浮球，吸引了来

往市民的目光。他们是海宁吉翔冬泳队

的队员，这次的活动为南关厢的老街注入

了生机和活力。

不一会儿，清澈的洛塘河面上出现了

“飞鱼”们矫健的身影，一个接一个，在东

西相隔百米的水面上，浪花夹杂着身影，

偶尔有打招呼的声音从河面上传来，他们

在洛塘河里，向这个城市喊出了新年的

祝福。

据了解，过去的一年是海宁吉翔冬泳

队队员们引以为傲的一年。从年初的踏

雪冬泳，到年末的“中俄冬泳”公开赛以及

“2019年元旦的杭州市第 46届西湖冬泳”

表演，28位冬泳爱好者给市民们展现了健

康靓丽的一面。

朱雪峰是袁花镇梨园村党总支书记，

以前他总是在老家九头浜的河道里游泳，

来市区河道里游泳，还是第一次。他乐呵

呵地说，“来洛塘河游泳是一种活动，更是

新的一年对健康生活的一种态度。”

有着十几年冬泳历史的游泳老将张

雯皓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我冬泳我健

康我快乐，节日期间南关厢游人也比较

多，希望我们游泳的场景为游客们带来新

年的快乐，尤其是感受我们海宁的河道是

多么的干净，河水是多么的清澈。”

冬泳爱好者畅游洛塘河

■记者 王家维

春节期间，在古色古香的南关厢历史

文化街区，红灯笼高高挂起，尽管天气多

阴雨，青石板路湿漉漉的，但游人依旧络

绎不绝。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抹抹红

色的身影显得格外醒目，那是海宁市宏达

高级中学高一（14）班的同学，他们趁着寒

假，来南关厢自发做公益。

在素食馆门口，宏达高中的同学们跟

着海宁义工体验了打糍粑。高一学生金

怡梵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小伙伴分别握着

根一米多长的棍子，将面粉团使劲儿用棍

子戳戳戳，不停挤压面粉团里的空气，老

义工们也在一旁纠正他们的姿势，传授小

技巧，“看到糍粑水分少，速度就得放慢，

水分多，就打快一点。”

看到糍粑团慢慢成形，变得粉粉糯

糯，金怡梵开心极了，“这是人生中第一次

打糍粑，感觉挺累的，不过刚刚尝了一口，

很香很甜，希望一会儿能义卖成功！”打糍

粑只是当天做公益的其中一项内容，卖糍

粑才是重头戏，同学们要把自己打的糍粑

卖出去，而卖糍粑获得的善款将交由海宁

义工，用以捐助贫困地区的小朋友。

“卖糍粑，香香糯糯的糍粑嘞！”在同

学们的吆喝下，不少路人被美味吸引停下

了脚步，品尝起了这一份爱的心意。不到

10分钟，3公斤的糍粑全卖光了。

据了解，宏达高中的宏益社社团和海

宁义工合作做公益。从1月28日起，宏达

高中的同学们就以班级为单位，到南关厢

在海宁义工的指导下做公益。

30多位高中生南关厢义卖糍粑团

冬泳爱好者在游泳。■通讯员 王月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