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百岁老人，大家都会想到长
寿之道，或者养生之道。近日，茂名晚
报记者来到我市百岁老人郑球家中，
看看他喜欢做什么，有哪些长寿秘
诀。初到老人家中，他从客厅到门口
迎接，开心招手打招呼，精神矍铄。谈
话间，老人的清晰思路，又让人敬佩。
出生于1922年的郑球今年整100岁，
原是一名教师，执教时热爱书报、诗
歌、书画，喜好广泛。他退休后，一刻
也闲不住，仍坚持读书看报、写诗、绘
丹青，以及收藏靓螺奇石，其晚年生活
丰富又充实，长寿秘诀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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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柯泽彪 通讯员
卢荣文 高州市云潭镇在推动全镇乡
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萃取本土精
华，聚合绿色、红色、蓝色发展力量，
点燃了乡村振兴的强大动能。

绿色充实了钱包

地处高州东部山区的云潭镇，依
托得天独厚的的绿色生态环境，坚持
生态绿色发展理念，围绕“产业”和

“旅游”两个着力点下苦功夫，勠力发
展特色农业产业和高山旅游业。

“今年的垌头爆皮王番薯供不应
求，外地客商到我们这里收购番薯都
是直接到田头上守着，生怕被别人收
购去了。”大楼山村的卢阿姨兴奋地
说道，“今年的收购价格也比去年大
幅提高，爆皮王的田头收购价有 6 元
一市斤，回家种红薯也能奔小康啦！”
据了解，云潭镇种植红薯面积连年扩
张，今年种植面积已超过 1.5 万亩，总
产量约4500万斤。

红薯产业的快速发展，是云潭镇
特色农业产业蓬勃向上的一个缩

影。由于云潭镇积极提供政策引导，
强化服务保障，鼓励和支持更多资本
投入乡村，加大农业技术指导，引导
农民将土地经营权、林权、劳务等入
股到经营主体，一批又一批的热爱农
业、深爱土地的，有资金、有技术的，
懂市场、懂农民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到云潭镇发展农业产业，全镇绿色农
业迎来了爆发。珍珠百花蜜、竹笋、
新华高山绿茶、高山黄牛、读岗四季
菠萝、新农蕉芋、丰文垌圣女果等特
色农业不断壮大。

在云潭登山节的带动下，云潭镇
的绿色旅游业也逐步兴起。每到周
末，旅游团、自驾游、野外露营纷沓而
至。为发展壮大旅游业，云潭镇在打
造了乡村振兴示范村新华村外，今年
继续打造珍珠村，同时规划建设 2 个
民宿旅游基地。

红色丰富了大脑

云潭镇是革命老区镇，有着得天
独厚的红色革命历史优势。为有效
激活革命遗址教育功能，赓续红色基

因，云潭镇党委拟将珍珠村建成党员
教育基地，现正在建设高州市云潭革
命史陈列展项目，建成布展后将作为
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陈列展
项目主体建筑共三层半，总建筑面积
2600平方米。

“通过发展乡村红色文化，弘扬
红色革命精神，一方面能够形成特
色的旅游资源，带动乡村旅游经济
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坚定基层民
众的理想信念，增强民众对乡村振
兴的信心和对乡村发展的决心，激
发基层参与建设和发展的热情。”珍
珠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升
东骄傲地说。

蓝色解放了双腿

去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进驻
后，在挂钩单位广东省政务数据管理
局的大力支持下，云潭镇公共服务中
心以及14个村（社区）全部配备了“粤
智助”政府服务自助机，成为广东省
第一个实现“粤智助”全覆盖的乡镇。

在离镇政府最远的珍珠村委会，

张伯伯正在“粤智助”上进行操作，只
见他简单刷了一下身份证，选择要打
印的时间，点击打印后即打印出了他
所需要的身份证复印件，全程不到一
分钟即完成，轻松便捷。“自助机很方
便，对于我们这些不会玩手机、不会
玩电脑的老人家来说，这台机器我们
能操作，所以很便利。”张伯伯说。

除了身份证复印打印，个人社保
卡信息查询、居住证签注预约等高频
服务都能在这部“粤智助”上自助办
理，这是广东省数字政府推出的用于
政府各部门向个人和企业提供政务
服务的综合自助服务终端，业务范围
覆盖公安、司法、人社、民政、住建、卫
计、市场监管、税务和残联等100多项
政务服务，集身份认证、信息查询、证
明材料打印、指纹采集、办事材料扫
描上传等功能。

“在智能化设备的加持下，云潭
镇将有效推进‘党建+’智慧政务，实
现群众‘办事不出村’，打通政务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助力推动数字
乡村建设和提升镇域公共服务能
力。同时，我们还将结合数字认种认
养、蕉芋种植基地和航天育种基地建
设，打造产研学一体的数字乡村样
板。”驻云潭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
董支臣表示。

高州云潭镇：

三色聚合，点燃乡村振兴“核”动力

一生读书看报写诗

走进老人家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叠叠报纸，有《茂名晚报》《老人报》
等。记者了解到，郑球的大儿子郑飘是
茂名日报社退休职工，自《茂名晚报》创
刊起，他坚持不断地送报纸给父亲看。
郑球说，《茂名晚报》创刊至今，他一直
都在看，最喜欢看“最解密”栏目了，他
还收藏了好多期。现在，他仍保持每天
看报，但他不规定看报时间，想看就随
时拿起报纸看。“看报不仅可以让我了
解外面的世界和社会发展，还可以锻炼
大脑，提高思考能力、想象力。”

在日常看报同时，郑球又有剪报的习
惯，遇到喜欢的文章、字画，都要一一剪贴
下来，至今已有几大本剪报集。这些剪报
集都是他的“宝贝”，他每天除了看报之
外，还要细细欣赏一遍，永远都不会腻。
当看到得意之处，他还会大声念出来。老
人一字一句都铿锵有力，饱满的精气神不
得不让人佩服，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
精神更是值得年轻人学习。

记者从交谈中得知，郑球出身书香
家庭，从小爱读书看报，珍惜书本报纸。
工作后，他曾在我市多间小学、中学执教
了40多年，在校期间，他常常以身作则，
教育学生们要多读书、读好书。

自从退休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
逐渐减弱，郑球老人很少看书了，但过去
所看过的书一直保留在脑海里，他随时
可回忆起书中内容，并与人分享。他最
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现在还能一
字不漏地背起书中内容“人的一生应当
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
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
俗而羞愧……”这句话也深刻地影响了
他，激励着他一生坚持读书看报。

郑球还善于观察生活、发现生活中
的美好，并一直喜好写诗，保持创作习
惯。今年，其最新创作的诗《一生乐好》

《走马老区章福村》在《茂名晚报》刊发。

痴迷书画和螺石

除了读书看报之外，郑球喜好广
泛，痴迷书画和各种靓螺怪石。这也是

他的长寿秘诀之一。
读书时期，郑球家中贫困，没钱买

书籍，他就向班上的同学借书，回家后
默默抄下来再归还给别人。“过去都是
用毛笔，需要一笔一划地临摹书中的字
画。”他说，不知不觉中就爱上了书画，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借看了很多与中国
画、书法相关的书籍，不断学习提升自
己。当老师时，他又发挥所长，积极带
领学生出黑板报。

这些年来，郑球从未停止过绘丹
青、泼墨挥毫的脚步，其技法也越来越
成熟。如今，他的画作、书法令人称赞，
根本不敢相信是自学而来的。在郑球的
画作中，以虾、鱼为主。他的笔下的虾、
鱼颜色艳丽，形态万千，绝不相同。说起
创作来源，他坦言，全部取材于生活，像
这一幅画的鱼是江滨公园的，上面的是
人民广场的柳树，“生活有很多美好事
物，要留心欣赏，心情才会愉悦。”

更令人大开眼界的是，郑球的书画
不只停留在纸上，还延伸到了靓螺怪石
中。比如，在一生蚝内壳形如小鸟的纹路

上，题字“云雀”等。某一年，他去博物馆
参观时发现了陨石、珊瑚，出于好奇心，就
踏上了捡石拾螺之旅。这些年，他走过博
贺码头、去过中国第一滩、路过露天矿生
态公园……在捡拾螺石的同时，他不仅锻
炼了身体，还训练了其手指灵活度。

更加追求精神富足

谈起长寿秘诀，郑球简单总结了一
下：做人要“傻”，心情愉悦；爱好广泛，
生活充实；动脑动手，身体健康。这里
的“傻”不是真傻，指的是性格要乐观豁
达，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日常生活
对物质要求比较低，更追求精神上的富
足，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情志养生，闲
暇时就多读书看报、摆弄自己的螺石等
小玩意儿。

同时，还要坚持早睡早起，每天三
餐规律有营养，不挑食，保持简单运
动。郑球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在床
上练习抬腿，接着再到客厅遛达上 10
多回，做自创的手指操，最后才吃早餐，
元气满满开启新一天的生活。

百岁老人郑球“情志养生”

喜好广泛 一生闲不住 文/茂名晚报记者李君平
图/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岑稳

▲郑球展示水墨画作品。

扫一扫 看视频

◀◀郑球老人畅谈健康长寿之道郑球老人畅谈健康长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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