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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实现价值，也有助社交

近日，记者来到杭州市西湖区
的部分社区调查采访。在西湖区转
塘街道尚德社区，82岁的徐鹤鸣谈
起身边的“卷王”，第一时间“供”出
自己。徐鹤鸣原是浙江工业大学的
理科老师，因写得一手行云流水的
毛笔字，退休后又回到学校，成为书
法社社长。

“不止我和老伴，周遭朋友都是
闲不下来的人。”与徐鹤鸣一样拒绝

“躺平式养老”的老年人不在少数。
在 45 位受访老人中，有近 30 人表
示，身边会“卷”的老年人比比皆是。
对此持赞成态度的，有 21 人。他们
指出，为身体健康、有继续工作意向
且有工作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就业机
会，是社会公平的体现。并且，老年
人依靠劳动赚取收入，不仅能实现
自身价值，也有助于打开社交。

有人提出换种方式“卷”

“ 退 休 就 应 该 在 家 享 受 生

活”……随着采访人数增多，不赞同
的声音也渐渐出现。不少受访者表
示，如果不是因为经济状况被迫

“卷”，老年人更应该卸下生活的重
担，给自己一个轻松乐活的晚年。

79 岁的陈明娟则提出另一个
观点。她认为，老年人“卷”的方式有
很多种，“卷”特长，“卷”学习，“卷”
生活，就业只是选项之一。陈明娟告
诉记者，退休后，自己重拾年轻时的
兴趣爱好，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义务组织教学书法培训班、手工活
动、社区腰鼓队，日子过得比年轻人
都精彩。“步入老年新阶段，不如换
种方式‘卷’，也别有一番趣味”。

年轻人：尊重自主选择

老年人该不该“卷”？年轻一辈
怎么看？100份调查问卷中，76%的
年轻人持赞成态度，24%表示反对。

其中，有 82 人表示，应尊重老年人
的自主选择。“我外婆今年72岁，主
动申请成为小区垃圾分类管理员。”
23岁的王思静表示，老人并不是留
恋过去所谓“赚钱的日子”，只是想
有个机会出门与邻居聊聊天，打发
闲暇时间，只要身体无恙，对此家人
也都支持。

当被问及老年人的“卷”，会不
会带给年轻人额外压力，超半成受
访者给出否定答案。27岁的小何谈
起自己的外公，老人是退休教授，年
逾古稀了还带着学生搞研究发论
文。“学生都把外公当人生导师。”小
何直言，在专业领域摸爬滚打几十
年的老一辈，储备了丰富的工作经
验，若在退休后，还能将这些知识及
专业技能传承给更多年轻人，真的
很有意义。

（《快乐老人报》）

“树大开枝、儿大分家”，大多数儿女成家后，都
会另立门户，组建自己的小家庭。然而，安徽省合
肥市肥东县桥头集镇竹塘社区有一户施姓人家，几
十年来兄弟俩同吃同住，成家不分家，在当地传为
佳话。

“我和老伴、弟弟、弟媳，住在一起已50多年，从
没分过家。”两兄弟中，哥哥施仕堂今年74岁。施仕
堂详细解读了“不分家”：“吃饭在一起，钱也放在一
起花，无论谁的孩子都视如己出，平等对待。”

说起“不分家”的原因，施仕堂坦言：“都是顺其
自然过来的。年轻时条件不好，有时饭都吃不上，
我们一家人就勒紧裤腰带，共渡难关。慢慢地，日
子好过了，大家也习惯在一起生活了。”

按说两个小家庭在一起生活几十年，少不了摩
擦、矛盾。对此，施仕堂笑着说：“说起来怕你们不
相信，这么多年，我们之间从没红过脸。尤其她俩

（老伴和弟媳）处得比姐妹还亲。有什么事情，都可
以在饭桌上说。大家都不会藏着掖着，有啥说啥。
钱由我老伴统一管理，全家需要开销什么，比如说
买什么家具，买什么衣服，哪怕人情往来，都会公
布，每一位家庭成员都会知晓。”

施仕堂有一儿一女，施仕堂的弟弟有一个儿
子。在这个家里，三个孩子打小就完全享受平等待
遇，四位“家长”把浓浓的爱都给予三个孩子。每个周
末，只要没什么特殊的事情，儿女们都会带着孩子回
家团聚。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吃饭聊天，其乐融融。

（《合肥晚报》）

七旬兄弟50多年不分家

近日，一款声称“能杀死所有实体瘤”的“抗癌
神药”引发热议。美国一个科研机构发布新闻稿
称，在一项口服小分子靶向化疗药物临床前研究
中，该研究药物AOH1996能杀死所有实体瘤。有
没有一种药是能够对付所有实体肿瘤的？

◆临床前研究对多种癌症有效

该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介绍，大多数癌症靶向
治疗都集中在单一途径上，这令“狡猾的癌细胞”发
生突变，并最终产生抗药性。而AOH1996针对的
是一种名为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的癌变变体，
即一种突变形式的蛋白质，对DNA复制和肿瘤扩
大修复至关重要。结果显示，AOH1996在治疗乳
腺癌、前列腺癌、脑癌、卵巢癌、宫颈癌、皮肤癌和肺
癌的临床前研究中被证明是有效的。

在细胞和动物模型中，AOH1996作为单一疗
法或联合疗法均可抑制肿瘤生长，且不会产生毒
性。这种试验性化疗药物目前正在进行一期人体
临床试验。

◆距临床应用还很遥远

广东省人民医院首席专家吴一龙表示，在细胞
株里进行实验，距离能进入临床应用还有十万八千
里。它的毒性怎样？在人体内使用是否有效？这
些都还不知道。一个药物的研发，从临床前研究开
始，要历经严谨的一期、二期、三期临床试验，到最
后进入临床应用，往往可能需要一二十年。

目前临床上还没有能杀死所有肿瘤的泛实体
瘤抗癌药物，因此这项研究成果引起了人们极大的
关注。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王
海涛表示，一般 90%的研究药物会在临床试验的
路上败下阵来，现在说AOH1996是“抗癌神药”还
为时尚早。

◆更精准才能更有效

那么，理论上，有没有一种能够杀死所有肿瘤
的“万用神药”呢？

“整个医学及肿瘤学的发展，目前最关键的问
题，并不是要能够杀死所有的肿瘤，这也是不现实
的。”吴一龙分析，“现在提倡的精准医学，就是要更
精准才能更有效。那种能够杀死所有东西的，它的特
点往往是毒性比较大，疗效没有那么高。”癌症是一
个涉及多基因、多靶点的疾病，对靶点的选择也很重
要。抑制肿瘤细胞时，不能把正常细胞也杀死。

（《羊城晚报》）

撸起袖子当“卷王”
老少皆赞

万用抗癌神药出现？

眼下，“内卷”一词已不再是
年轻人的专属。近期有调研报告显示，我

国有 68%老年人具有很强的退休后再就业意
愿。其中，浙江老人更是“卷”出新高度：从民营企
业家、机械制造师到培训机构老师，各行各业都

能看到“银发”忙碌的身影，甚至有人薪资收
入远超儿孙辈，被封“卷王”。那么，浙

江老人为何退而不休呢？

◆末伏时节 常喝两款汤

末伏时节，可喝以下两款汤
品，健脾祛湿、护卫阳气。

1.老姜汤

风寒感冒、饮食不当和着凉后
引起腹痛腹泻、脾胃虚弱、胃寒、痛
经的患者，可以来一碗老姜汤。制
作简单，就是直接将生姜和红糖，
加适量水，放在一起煎煮取液。

2.冬瓜薏米排骨汤

薏米和冬瓜都是利湿、祛暑热
的好食材，与排骨一起炖煮成汤，既
好喝，又可祛湿。做法：冬瓜500克，
洗净后切成小块；薏米20克，提前用
温水浸泡1小时；排骨500克，焯水
捞出后，过凉水沥干。先把排骨放入
炖锅中，加入适量清水，大火烧开后
撇去浮沫；加入薏米，再加姜片、料
酒、盐等调味品；等到排骨变得软烂
后，放入冬瓜，继续煮半个小时。出
锅前，再撒上一些枸杞。

◆立秋未凉 清暑除湿

立秋期间养生关键是清热祛
暑、健脾祛湿。以下推荐主食、菜
品和汤品各一款。

主食：芋头饼
配料：芋头 200 克，鸡蛋 1 个，

淀粉适量，油、盐、胡椒粉少许。
功效：开胃生津、消炎镇痛、补

气益肾。
做法：芋头去皮，洗净，擦成

丝，放在大碗内，再将鸡蛋打散加
入，放入所有调味料拌匀，锅内加
少许油烧热，再用手将芋丝捏一小
部分按扁，煎至两面金黄，捞出放
凉即可食用。

菜品：青椒茄子
配料：茄子250克、青椒50克，

油、姜、蒜、花椒、辣椒酱、生抽、醋、
白糖、盐、淀粉等适量。

功效：清热解毒、健脾消食。
做法：青椒和茄子洗净备用，

青椒切块，茄子切滚刀块用盐腌起
来，姜蒜切末，生抽、醋、白糖和淀
粉加水调成料汁；锅烧热，下稍多
的油，将茄子挤掉多余的水分下锅

炸软变色，盛出；余油，先炒香花椒
和姜蒜末，再下辣椒酱炒出红油；
放入青椒炒至断生，加入炸好的茄
子炒匀；淋入调好的料汁，小火煮
开一会后再收汁出锅即可。

汤品：木瓜鸡爪花生汤
配料：木瓜1个，花生40克，鸡

爪7只，红枣6个，生姜2片，盐适量。
功效：强筋健体、健脾益胃。
做法：事先将花生、红枣用清

水浸泡，木瓜去皮切开，去籽后切
成大块备用；鸡爪洗净备用。烧开
水，放入姜和一点料酒，放入鸡爪
焯水2分钟，主要目的是去腥味和
血水。汤锅中放入鸡爪、花生、红
枣，倒入清水没过食材，盖好锅盖，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30分钟，加入木
瓜放入盐再煮20分钟即可。

（《家庭医生报》）

初秋美食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