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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从“撸铁奶奶”
看运动的“代际破冰”

“这动作比我还标准”“奶奶好样的”……

近日，一段健身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关注。镜

头里，一位77岁的奶奶在健身器械展会上熟

练地使用高位下拉器等器械，标准的动作、

自信的神情让网友发出阵阵感叹。

从健身房里的“撸铁奶奶”，到时尚秀场

上的“最飒爷爷”，银发族带给人们惊喜。他

们不仅在广场舞、公园棋局中唱主角，还掌

握了新潮运动的新技能。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结合年龄特点、自身条件，通过科学锻炼，强

健筋骨、愉悦身心。

近年来，类似场景频频上演，让我们看

到运动方式的“代际破冰”。雪场中高级道，

萌娃御雪飞行，前后刃自由切换；公园一角，

90后、00后组团练太极、学八段锦，在沉肩

坠肘中释放压力；室外碗池，中老年人踩着

陆地冲浪板自由滑行，解锁人生新体验……

不同年龄段的身影在丰富的运动场景中交

叠，刷新人们的观念，连缀成全民健身的新

图景。

推动全民健身由“经常”变为“日常”，首

先要解决好“去哪儿健身”的问题。天津将

走廊等校园内的“金角银边”打造成微操场，

陕西西安把运动场馆建到居民家门口，安徽

蒙城王化庄建成村民健身小广场……依据城

乡肌理科学布局、因地施策，体育场地设施

不仅从无到有，还由有到优，为全民健身搭

建起广阔舞台。

舞台有了，如何让每个人练得更好？在

四川成都，奥运冠军走进社区，让更多人了

解体育运动的魅力；安徽肥西积极举办广场

舞联赛、生态徒步、“村 BA”等体育文化活

动，打造“月月有赛事、季季有主题”的全民

健身新格局；上海体育大学依托专业课程资

源，运营“市民身边的健康师”公众号，开展

运动健康指导与科普……结合群众日益多元

的体育运动需求，健身服务方式、内容、场景

不断创新，让更多人尽情地运动、丝滑地健

身、健康地生活。

人人参与体育，体育造福人人。全民健

身是幸福的事业，是活力的事业。随着汗水

滑落，人们将拥有更和美的生活，健康中国

将书写新的诗行。 据人民网

在传统观念中，老人照看孙辈多以生活起居为主，有时会指导一下学习。而如今，越来越多的老人凭

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教育的独特理解，他们的育儿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开始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

书法启蒙 培养耐心
由于儿子儿媳工作忙，照顾7岁孙女的重任便

落在了今年70岁的陈顺林的肩上。

一年前，孙女一写完作业就会跑到陈顺林的书

房，看他写毛笔字，有时还会在宣纸上随意涂画，嚷

嚷着让爷爷教她写字。发现孙女对书法感兴趣，陈

顺林每天都会抽出半个小时教她写毛笔字。

在教孙女书法时，陈顺林不仅教她怎么握笔、行

笔，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耐心和专注力。刚开始孙女

坐不住，写一会儿就想跑出去玩，可陈顺林并没有强

迫她继续写，而是通过讲书法家的故事激发孙女学

书法的兴趣。渐渐地，孙女对书法的热情愈发高涨，

如今已经能写出不少好看的毛笔字。

投身公益 传递爱心
今年70岁的隋芳是一位退休干部，每到假期就

会带着两个外孙前往福利院、养老院以及贫困山区

做公益。

隋芳长期帮扶着一户困难家庭。“每逢重大节日，

我都会带着两个外孙去看他们。”隋芳说，出发前，两

个外孙总会精心为困难家庭的孩子准备礼物，有时是

书籍，有时是文具。2024年农历小年，隋芳一家还专

程去与帮扶家庭一起包饺子，共度温馨时光。

今年农历大年初一，天色还未大亮，隋芳又带着

11岁的小外孙来到石家庄火车站，为往来的旅客送

上热气腾腾的饺子。隋芳感慨地说：“时代不断变

化，但爱心永远不会褪色。孩子们通过这些公益活

动能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真切地感受分享和

关爱他人的意义。”

参与活动 增长见识
前不久，河北省石家庄市宁安街道陆工大社区

组织了一场热闹的元宵节活动。家住石飞宿舍的

58岁的敦女士带着8岁的孙女参与其中。

起初，敦女士和众多老人一样，认为照顾好孩子

的生活就足够了。但随着孙女逐渐成长，她发现孩

子对外面的各种事物都充满好奇。从那以后，她经

常带孙女参加社区活动，像元宵节做花灯，端午节包

粽子以及剪纸、做扇面等，一场不落。

“这些活动让孙女深入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锻

炼了动手能力。每次活动结束，孙女都会和我分享

感受。”敦女士表示，参加这些活动比在家玩手机、看

电视有意义多了。

石家庄市委党校讲师王文敏表示，老人育儿方

式的变化体现了新时代隔代教育的新趋势。老人不

再仅仅是孩子生活的照料者，更是孩子成长的引导

者。他们通过带孩子参加各种活动，培养孩子的兴

趣爱好、社会责任感和传统文化素养，这种育儿经寓

教于乐，推动了传统文化的传承，拉近了情感的交

流，让老年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余热，丰富老年

生活，也是老有所为的一种体现，同时，也能丰富孩

子的业余生活，助力孩子成长。 据《辽宁老年报》

不仅是照料者，更是引导者

老人带娃方式正在悄悄改变

早期检测阿尔茨海默病的一种方法是观察语言

使用变化。以下是五种语言相关的早期迹象：

言语断续、犹豫，表达模糊。当患者努力回忆某

个词语时，可能会含糊其词，例如说“那个东西”，或

用其他词语来描述。如果想不起“狗”这个词，他们

可能会说“人们常把它当宠物……它会汪汪叫……

我小时候养过一只”。

用词张冠李戴。记不住正确词语可能是阿尔茨

海默病早期特征。患者会用与之相关的词代替想说

的词。例如想说“狗”，他们可能会说同一类别其他

动物，比如“猫”来代替狗。不过，在阿尔茨海默病早

期阶段，患者更可能会说更宽泛的类别词，比如说

“动物”代替“猫”。

空谈不做。他们更倾向于谈论对任务的感受、表

达对于任务的自我怀疑或提及自己过去的能力，而非

直接行动。他们可能会说：“我不确定能不能做好”或

“我以前很擅长这个”，而不是直接讨论任务本身。

语言贫瘠。倾向于使用更简单的语言，依赖常

用词。患者经常重复使用相同的动词、名词和形容

词。他们还会经常使用“这个”“然后”或“但是”来连

接句子。

难以找到合适词语。这一点常被用作诊断用的

认知测试。例如，患者可能难以列举特定类别的事

物，如不同的食物、身体的不同部位或同音词。随着

病情的发展，患者做这些任务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据央视新闻

说话出现这些迹象要警惕

近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

“借名买房”引发纠纷的案件。

2012年11月，小张和丈夫看上了杭州市一套

房子，价值172万元。由于当时的住房限购政策，

两人无法直接购房。经过与家人商议，决定以小张

父母的名义购买。随后，小张夫妇全额支付了购房

款项，并将房产登记在小张母亲王某名下。

2023年，王某离世，她在生前未留下如何处理

这套房产的遗嘱。王某共有 3名子女，分别是田

甲、田乙和小张。这三人虽同出一母，但因王某早

年离婚，田甲、田乙随父生活，小张则随母改嫁老

张。田甲和田乙认为，该房登记在母亲名下，母亲

离世后，其二人和老张、小张都有继承权。小张夫

妇将三人告上法院，请求法院把房子的产权改回自

己名下。

经法院审理查明，借名买房时，各方没签书面

协议，而老张也表态，房子是小张夫妇买的，装修

的钱也是他们出的。尽管房屋登记在父母名下，

但后续整改验收等所有事宜均由小张夫妇亲自办

理。加之小张夫妇也能出具买房时的凭证，最终，

法院判决支持了小张夫妇的诉讼请求，后双方均

服判息诉。 据《浙江老年报》

借母名义买房 母亲离世房归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