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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一扫
游戏玩起来
看图猜成语

答案见下
期中缝，也可关
注“老年生活
报”微信，回复

“230605”查询
本期答案（可扫
描本报一版上

方二维码）

6月2日
6版中缝答案

《看图猜成语》：
1、闭门思过；
2、唇枪舌战；
3、短兵相接；
4、恨之入骨；
5、披星戴月；
6、如虎添翼。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全国24小时咨询：

4009-019-189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六8：30-17：00

青岛订立中心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12号丰合广场B区703室
北京订立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善缘街一号立方庭大厦
潍坊订立中心 潍坊市奎文区新华路与胜利街交叉口西行200米路北民正为老服务中心

办理
电话 0532-86101599

关注民正为老小助手微信号
帮您解决家事问题

自书遗嘱
代书遗嘱
诉前调解
遗嘱见证
财产继承
监督执行

您的财产想好由谁继承了吗？
国家商务部特许经营备案号：0370200712000134

家庭财产分配
遗嘱登记保管
房产继承服务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您的财产应该由谁来继承呢？是按照法定继承人
继承，还是根据您自己的意愿分配呢？相信说到这
个问题大家就会说，我的财产就应该由我的儿子继
承，只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又有人会说谁照顾我
我就把我的财产给谁。我建议不论您是什么想法，
都要有提前规划财产分配的习惯。今天我就跟大
家说一说哪几种情况下老人应该提前订立遗嘱。

一、子女众多
老人的子女众多，就会出现许多法定继承人，

但如果老人有意愿将财产只留给某一部分或某一
位继承人，就应当提前立好遗嘱，将财产按照自己
的意愿划分，避免引起纠纷。遗嘱优先于法定，当
出现多名继承人且老人想给指定的人多分或多享
时，需提前立遗嘱。

二、再婚夫妻
当下再婚夫妻并不少见，尤其是双方带着子

女再婚的更是普遍。婚前婚后的财产和继承人子

女，都容易出现纠纷。
三、独生子女父母
说到独生子女大家都会觉得反正就一个孩

子，财产最后都会属于他的，为什么还要订立遗
嘱，首先当您的父母在世，您突然意外去世，您的
父母就会产生继承，而且当您的父母去世了还会
牵扯到您的兄弟姐妹产生继承权。其次现在国人
离婚率越来越高，当您不订立遗嘱您的财产有可

能会让您的女婿或者儿媳分得，到时候万一离婚
了，人财两空。所以建议独生子女的父母也应当
提前订立遗嘱。

四、想把财产留给孙子的老人
首先要知道孙子不是合法的法定继承人，只

要您想把财产留给孙子必须要写遗嘱，不然孙子
是无权得到您的财产的。

五、想将财产留给“外人”
许多空巢老人长年由保姆陪伴，或者靠街坊

邻居照顾，其子女以各种理由未尽孝道。这时有
的老人就会产生将财产留给照顾自己的人这一想
法。老人可通过两种方式达成心愿：一是立遗嘱，
二是签订遗赠抚养协议。

当今社会，遗嘱并不是一个让人忌讳的名词，
它是一份非常重要且严谨的法律文书。老年人在
思维清晰的时候将自己的财产梳理清楚提前做好
规划，既保障了自己的权益，又能规避很多家庭矛
盾。

家风

在生活章节中，马钦周
回忆了他小时候在老家平度
西马家沟看到乡亲们种植蔬
菜的经历。“那时候没有农
药、化肥，菜叶上生了虫子，
只能用双手捏，不一会儿下
来，两个手指就黑乎乎的了，
这些活计主要是妇女和儿童
干。乡亲们为了杀虫，还用
土办法自制‘农药’，把烟叶
秆子折下来，泡水后，把水过
滤出来当农药用”。这些辛
苦且有趣的童年记忆，马钦
周希望写出来让现在的孩子

们知道。
退休后的马钦周上了老

年大学，学习了书法、绘画和
跳舞，“学了十几年了。也是
我晚年生活的主要爱好。在
疫情前，我还每周都到老年
活动中心跳舞。虽然我 90
岁了，身体还不错，能自己照
顾自己的生活，自己做饭
吃，想去的地方，打车就可
以去，还会玩智能手机，儿
子女儿们都孝顺，尊重和支
持我的爱好，我很满足。”

记者 崔佳佳

退休后上“大学” 书画跳舞乐晚年

俗 话 说 ，活 到 老 学 到
老。走进位于青岛市崂山区
的77岁的郑文松家里，不大
的书房摆放了各类书籍，书
柜里则放着一摞摞学习笔记
和剪贴本。自2006年退休后，
郑文松每天在家读书看报、摘
抄笔记，至今已整理17本摘抄
笔记，45万余字。

记录超百位长寿名人养生法

郑文松 1964 年入伍后，
便响应国家号召学习并开始
认真记录笔记，良好的学习记
笔记习惯不仅为他从事政工
工作打下了基础，也一直伴随
他到退休后的生活。

“只有不断学习，才能
了解国家最新动态，才能不
落伍，也才能让自己更健
康。”郑文松常年订阅《老年生
活报》等报刊，不管走到哪，只
要有卖书的地方，他总会买上
几本，子女也会经常给他买
书。而且，郑文松一直坚持
手抄记录。“一来我年纪大
了，手动抄录一遍能加深记
忆；二来我也喜欢作记录，我
希望晚辈们都能注重养生，
手动抄录的凝聚了我的心
血，能给他们留下点什么。”

就这样，郑文松开始大
量搜集并抄录长寿名人的养
生经验。“十多年的时间，我
记录了160多位中外长寿名
人的养生方法，大家的共同
特点就是胸怀宽广。”

整理归纳17本摘抄笔记

由于记录的内容太多，
不便查找。三年前，郑文松
有了整理归纳的想法，“把有
价值的文章经过自己的删
选、编撰后写下来，分门别
类，方便今后翻阅查看，就像
查字典一样方便。”

古代皇帝及古今名人养
生长寿秘诀、国内外伟人长
寿秘诀、国医大师养生长寿
秘诀……记者在郑文松家里
看到，他摘抄录的养生知识

分为 12 个篇章、17 本笔记。
郑文松说，他一般白天做归类
整理，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后，
他就会坐在书桌前抄录，大约
持续两个多小时。

郑文松说，他很享受这
样安静的时光，做自己喜欢
的事，也从不会觉得累，反而
觉得很有趣、有意义。“他在
归纳整理时从不让我去打
扰，就怕打乱了他的思路。
有时也会写到很晚，但是我
们全家人都很支持他，受他
的影响，我也很关注养生知
识。”郑文松的老伴笑着说。

愿分享笔记，让更多人受益

郑文松爱好写作。刚退
休那几年，他为父母、自己分
别撰写了回忆录，还将孙女、
外甥的成长经历整理成册，
为他们摘抄了名人名句。不
仅如此，郑文松还与时俱进，
搭上了网络快车。前几年，
子女便为他购置了一台笔记
本电脑，他戴上老花眼镜，通
过网络学习。郑文松说，没
事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剪
报、摘抄拿出来翻一翻，心中
感慨万分。“每个人的养生秘
诀其实都是一部精彩的人
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养
生贵在坚持。”这些日子，郑
文松也在计划将自己整理出
来的这些养生知识分享给更
多人，让更多
人爱上养生、
爱上学习。
记者 许瑶

77岁养生达人读书看报爱学习

手抄17本45万字笔记全家受益

“我写的人生回忆录最近完成了初
稿，看到咱们报纸刊登的‘公益助老出
书’活动，希望在咱们的帮助下将我的
回忆录和早年发表过的一些作品集结
成册。”近日，青岛市读者90岁的马钦周
来到本报编辑部畅谈他的回忆录
写作过程中的故事作过程中的故事。。

据马钦周介绍，他是
今年年初才开始动笔写
回忆录的。为何要在90
岁高龄提笔写书？原来
是孩子的建议。“我的人
生经历比较丰富，我经常
和孩子们聊聊关于之前
的一些往事。女儿建议
我，不要光说，要把这些
写下来。”女儿的话对马
钦周触动很大，他也开始
思考，如何把自己一生的
经历写下来，也算是留给
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毕竟已是90岁高龄
的人，再提笔并不是件容
易的事，“一开始感觉

‘坏’了，不是想得那么简
单，一肚子故事，却很难
完美地诉诸笔端，加上体
力、视力的原因，感觉手
都要哆嗦了。写了一段
时间后，慢慢适应了写作
的节奏，思路也更加清
晰，写起来顺畅多了。”马
钦周说，通过这件事，他
深有感触，“活到老、学到
老、写到老，脑和手一定
要常练、常用”。

孩子支持鼓励
90岁不老再提笔

马钦周在回忆录中着重
描写了关于自己的工作和生
活的经历。他作为当时青岛市
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的副经
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带队
到非洲南部多个国家进行学
校、住宅等公共设施的承建工
作。“咱们国家的工人干得好，
效率高，非常受欢迎和尊重。
这段经历以及当时留下的珍
贵的照片，我都将展示在回忆
录里。”提起这段在国外的经
历，马钦周非常自豪。

除了在国外的工作经
历，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因
公到荣成、牟平、平阴、莱州等

地出差时，那些朴实可亲的乡
亲们的故事，他都记得清清楚
楚。“记得有一次，到一户乡亲
家里，那时候物资匮乏，也没
有茶招待来客，那家的女同志
把好不容易攒的一点红糖拿
出来给我煮了一碗红糖水。
她家里有个小女娃娃，一直眼
巴巴地盯着那个碗。那一幕，
我至今记着。那碗红糖水，我
是不能喝的，我走的时候特
意嘱咐那个女同志把红糖水
给小女孩喝。”马钦周说，自
己把这些朴实的乡亲和故事
写出来，也是对他们的一种
怀念和感恩。

回忆工作经历 感恩祖国与乡亲

您有困恼，我们来帮，您有故事，我们来写。本着最
大程度为读者服务的宗旨，本报“公益助老出书”活动在
补贴1万元的基础上，再推出村风、村史、家风、家史、乡贤
故事等“出书”福利活动，如果您有“出书”计划，欢迎拨打
（0532）66988903与本报编辑部联系。

扫 码 观
看精彩视频

90岁大叔真大叔真励志
笔墨含情忆往昔笔墨含情忆往昔

马钦周在整理老照片马钦周在整理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