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开尘封的岁月 检索难忘的记忆

周口日报社报史馆史料及相关物品征集启事
������1990 年 8 月 1 日 ，《周口日报 》正式创刊 。 在 30
多年的岁月里 ，《周口日报 》 书写了周口千万人民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 记录了在 1.19 万平方公里
广袤大地上发生的神奇变化 ， 激扬蓬勃的文字承
载着周口人民的记忆和梦想 。 2025 年 8 月 1 日 ，
《周口日报 》将迎来创刊 35 周年 。 《周口日报 》的历
史，也是周口的历史 。 在建设现代化周口的新征程
中 ，我们借此契机回望历史 ，以蓄积奋进前行的铿
锵力量 。 为了回放 35 年的报业发展时光 ，周口日
报社复建报史馆 ， 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关实物
资料 。

一、征集内容
（一）文字图片音像类
早期周口日报社内部印发的各类文件 ，上级对

报社工作下发的文件 、作出的批示等 ；有一定历史
和研究价值的老报人采访本 、日记 、随笔 、著作 、画
作 、重要手稿 、重要书信 、珍品报纸原件 ；报社与社
会各界交往的信件 ，报社与资深通讯员 、读者之间
有纪念意义的信件 、证书等实物史料 ；有展陈价值
的为报社或个人题词 、题画原件或影印件等 ；铅字
小样 、清样 、照排大样 ；各个时期的报社内部照片 、

图书、论文等文献资料；报社举办各类活动的照片 ，
与报社有关的音像资料等。 图书、画册、磁带 、光盘
等均可。

（二）牌匾证书证章类
周口日报社各个时期的牌匾、采访证（尤其是参

加重大活动报道的证件）、记者证、工作证、通讯员证、
介绍信等，报社内部使用的各种票证，获得的国家级、
省级荣誉证书及徽章、纪念章、奖杯、奖章等。

（三）用品器物类
周口日报社各个时期的采访设备、 办公用具、通

讯用具、照相器材及铸字模具（含铅字、字模、字架、铅
版）、印刷设备（如印刷机、铸字机等）及其他反映技术
和设备变迁的实物。

（四）其他有价值的史料及相关物品。
二、征集方式
（一）自愿捐赠
周口日报社接受史料及相关物品所有权人自愿

无偿捐赠，如用在报史馆展陈中，将标注捐赠者姓名，
并颁发捐赠纪念证书。 对特别珍贵的史料及相关物
品，报社将给予捐赠者适当的物质奖励。

（二）代为保管

史料及相关物品所有人暂无捐赠意愿但想交付

周口日报社代为保存的， 周口日报社无偿代为保管，
双方签订代为保管协议。 如用在报史馆展陈中，将标
注所有权人姓名。

（三）复制原件
对符合报史馆展陈条件但收藏者欲自己保存的，原

件可借由周口日报社进行复制，复制完成后归还原件。
（四）定时展出
对符合报史馆展陈条件但收藏者欲自己保存的，原

件可借由周口日报社定时展出，展出结束后归还原件。
（五）有偿收藏
对确有历史价值、不可复制的实物，其所有权人

愿意有偿捐赠的，可协商收藏事宜。
三、征集时间
自发布之日起至 2025 年 4 月 30日。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王 先 生 ，13592239598； 沈 先 生 ，

18638097310。
地址：周口市周口大道报业大厦 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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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经济

尊老养老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已流
传数千年。 在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馆藏的众多珍贵
文物中， 就有一件体现汉代人尊老养老的实物资料
《王杖诏书令册简》，虽然历经千年，上面墨书的汉隶
依然清晰可见，可以看出尊老养老在 2000 多年前就
有法可依。

1981 年出土于武威磨咀子汉墓群的 《王杖诏书
令册简》，原简共 27 枚，除第 15 枚缺失，其余 26 枚
保存完整。 武威市博物馆副馆长杨瑞说，简牍上面的
墨书汉隶，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它是汉宣帝时期颁布
的汉代专用尊老法典， 也是当时处理老年民众问题
的重要法律依据。

出土简牍千千万， 为何这套简牍可以被称为国
宝级文物呢？ 杨瑞说，该简内容丰富、字迹清晰、次第
分明，既有尊老养老、高年赐杖的明确命令，也有抚
恤鳏寡孤独废疾之人的具体法规， 反映了汉代对待
老年民众的宽厚、仁爱，与它一同出土的彩绘漆木鸠
成为中国古代敬老养老制度最具权威性和系统性的

实物见证。。

在纸张使用未普及之前， 简牍是中国古代文书
的最主要形式。 武威磨咀子汉墓群先后进行过 5 次
清理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数量多、保存
好、内容丰富的汉代简牍尤其引人注目。

《王杖诏书令册简》 记载的西汉时期 5 份诏书
令中，有一条明确规定 ，“年七十者授王杖 ”。 杨瑞
说 ，当时的皇帝要给 70 岁以上老年民众授一根长
达 1.9 米的王杖，而拥有王杖的老年民众拥有很多
特权，比如说他可以在天子道上行走 ，出入官府不
用跪拜 ， 如果有人侮辱殴打持杖老年民众要被处
以死刑 ， 同时还可以做买卖不交税 、 种田不交租
等。

皇帝给老人赐王杖，那么王杖到底长什么样？ 在
武威市博物馆的展柜中， 记者看到了这件彩绘漆木
鸠就是王杖的杖首， 同时还注意到在鸠鸟的口中含
有一颗食粒。 《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王杖长九尺，顶
端以鸠鸟为饰。 杨瑞说，鸠鸟被称作不噎之鸟，寓意
老年民众吃饭不噎着，身体康健。 “鸠”同“久”同音，
有长长久久的美好祝愿。

鸠杖，又叫王杖，顾名思义是帝王赐予老年民众
使用的拐棍，它是一种特殊权利的象征。 汉代养老最
大亮点就是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 来保证鸠杖的权
威性。 杨瑞说，因此，持鸠杖是汉代老年民众的一种
标志，标志着持杖人所享有的权利。

由此可知，汉代崇老之风极盛，上了年纪的老年
民众，即使是普通民众，都能得到优厚待遇。 有法律
制度就有以身试法者， 在汉简中还有明确的案例记
载。 杨瑞说，当时汝南郡有一个男子王安世，因为殴
打了持杖老人，并且折断了皇帝所赐的鸠杖，被杀头
弃市处以死刑，以儆效尤，说明当时的王杖制度在社
会上有效地贯彻落实和推行过。

国家对老年民众优待政策贯穿于中国历朝历

代。 杨瑞说，《王杖诏书令册简》实际是一部比较完整
的汉代“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不仅有政策法律规定，
还有不少量化指标。 而汉代鸠杖又相当于“敬老卡”，
可以享受许多优惠。 由此可见，老年民众在汉代生活
很有保障，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据“中国老年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两千多年前的汉代老人如何颐养天年？

������11 月 20 日，民政部召开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
会。 民政部老龄工作司副司长张晓峰介绍了新时代
“银龄行动”的目标和下一步重点工作。

按照全国老龄委印发的指导意见，新时代“银龄
行动”的总体目标是：2024 年，全国老龄委有关成员
单位、各省级老龄委要做好“银龄行动”筹划安排，推
动“银龄行动”有序启动，各省级民政厅（局）、老龄办
至少开展 1 项主题活动。 到 2026 年，“银龄行动”规
范化、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成为长期开展的老年志
愿服务项目。 到 2028 年，“银龄行动”机制健全、制度
完备、管理规范，成为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老有所
为的重要品牌。

张晓峰说，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下一步，民政部、
全国老龄办、 中国老龄协会将进一步健全 “银龄行

动”工作组织协调机制，发挥好全国老龄委议事协调
作用，形成左右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重点做
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巩固拓展智力援助“银龄行动”。 把“银龄行
动”融入东西部协作和省域内区域协调发展，广泛动
员教育、科技、农业、文化、卫生健康、体育等领域的
老年知识分子参与。

———创新开展基层治理和社会服务 “银龄行
动”。 结合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鼓励有条件、有意愿
的老年人以志愿服务形式参与基层民主监督、 移风
易俗、纠纷调解、文教卫生、体育健身等活动。

———把“银龄行动”延伸到经济社会发展更多领
域。 引导全国性涉老组织开展“银龄行动”，培育和发
展一批专业化、有特色、层次高、规模大的项目，形成

示范带动效应。
———有效拓宽“银龄行动”参与渠道。 充分利用

老年人原单位、所在社区的有利条件，培育壮大“银
龄行动”队伍，为有意愿参与“银龄行动”的老年人提
供机会。

———提升“银龄行动”管理服务水平。 强化“银龄
行动”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做好注册认证、
志愿服务记录和证明出具等工作， 普及老年志愿服
务知识，做好志愿者安全保障。

———加强“银龄行动”品牌建设。 开展全国“银龄
行动”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宣传“银龄行动”志愿者和
志愿服务组织先进事迹，展现老年人老骥伏枥、向上
向善精神风貌。

（据“中国老年人才”微信公众号）

民政部明确新时代“银龄行动”六大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