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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6月16日，在市委市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如皋市长寿研究会正式挂牌成
立。20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在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关心指导
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注下，研究会秉
持“开展健康长寿研究、探索如皋长寿奥
秘、推广健身养生经验、弘扬如皋长寿文
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建会宗旨，倾
心研究，成果丰硕，为打造如皋长寿品
牌，促进如皋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贡
献。

【回眸之一】审时度势，高瞻远
瞩，长寿研究会应势成立

1997年2月16日，适逢春节，原如城
镇党委政府邀请了11位百岁老人新春聚
会，共进晚宴，誉称“千岁宴”，这一创
举，一时成为如皋及周边地区街谈巷议的
佳话，引起了国内多家媒体的广泛关注。
1998年除夕之夜，在春节联欢晚会上，主
持人将如皋百岁寿星向全国人民拜年的巨
型贺卡向亿万观众隆重推介。2002年4月8
日-14日，联合国第二届老龄问题大会在

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开幕式播出中国专题
片《和乐中华》。专题片以记录如皋寿星的
生活为主线，佐证“和乐中华”这一主
题。从此如皋的长寿面纱被一层层掀开，
从国内迈向国际。

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委市政府敏锐地
觉察到，如皋长寿现象是一种十分珍贵的
无形资源，保护和利用好这一资源，对增
强如皋人民的自信心和幸福感，提升如皋
的美誉度和知名度，促进如皋经济社会的
发展都十分重要。为科学系统地对如皋的
长寿现象、长寿文化、长寿奥秘展开调
查、研究，经过紧张的筹备，2002年6月
16日，如皋市长寿研究会正式挂牌成立，
成为全国首家县（市）级研究长寿的专门
机构。此后，全面系统探索如皋长寿秘
诀，着力打造如皋长寿品牌等相关工作正
式开始。

【回眸之二】立足本土，深入挖
掘，持续探索如皋长寿秘诀

20年来，研究会紧紧围绕如皋长寿现
象，从历史渊源、遗传基因、人文习俗、
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开
展调查研究，取得一系列有数据、有事
实、有理论的研究成果。为讲好如皋长寿
故事，打造如皋长寿品牌提供理论基础。

1、如皋长寿现象溯源自于悠久的长寿
历史

史料表明，自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
年）《如皋县志》始设“列传﹒耆寿”卷，
专门记载如皋长寿现象，至1928年，4部
《如皋县志》共记载90-99岁老人383人，
100岁以上老人50人。在县志等相关史料
中，还有众多长寿名人的记载，如军事家
吕岱80岁拜大将军，92岁官拜大司马；文
学家冒襄82岁仍遍邀高寿亲友举行书画盛
会；戏曲家李渔博学多才身骨硬朗，享年
70岁；经学家沈岐曾以87岁高龄奉旨重赴
鹿鸣宴等等。此外，史料中还记载了不少
有关如皋长寿的趣闻轶事，如麻姑授方酿
寿酒、徐福仙药洒东海、清二帝敕建百岁
坊等。在广泛搜索典籍史料的基础上，研
究会多位会员深入研究，撰写出多篇研究
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如皋自古以来就
是一片孕育长寿人群的养生宝土。如徐建
平的《如皋长寿渊源》，周思璋的《如皋寿
星自古多》，康爱华的《长寿养生的不同方
式与李渔的养生观念》，朱树屏的《长寿老
人冒辟疆的传奇故事》，吴希林的《从〈老
颐堂诗文集〉中折射出的如皋长寿文化》
《从邵雍的“安乐窝”漫话如皋民居的养生
功能》等等，成为研究如皋长寿历史的珍
贵资料。

2、如皋长寿现象隐藏着神秘的遗传密
码

研究会会员通过检索史料，现实调查
等途径，努力从事实层面探索如皋长寿的
遗传因素，从中找到如皋长寿现象与遗传
基因的某些关联信息。如冒辟疆的曾祖冒
承祥夫妇双双高寿，一个92岁，一个94
岁，冒辟疆的祖父冒梦龄70多岁，父亲冒
起宗87岁，他本人83岁，堪称长寿家族。
韩氏百岁姊妹中，韩秀芳享寿106岁，大
弟韩德培99岁，小弟韩德馨92岁。如城街
道新民社区的百岁老人徐凤明享年 101
岁，他有两个弟弟，大弟徐凤祥，享年96
岁，二弟徐凤如近百岁。在如皋，无论是
历史还是现实社会，这种家族性长寿现象
还是很多的，有待于开展深入的研究和探
索。

3、如皋长寿现象得益于优良的自然环
境

环境是人类的生存之本。研究表明，
如皋地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条件
优越，四季分明，雨水充沛。而且如皋人
自古以来擅长植树种草，大片花草苗木遍
布城乡，形成了一个天然氧吧。如海、焦
港和通扬三条骨干河道直通长江，为全市
居民、庄稼、畜禽、水产等提供源源不断

的优质长江水源。作为冲积平原，如皋母
质土壤主要来源于长江冲积物，其矿物质
构成十分丰富，为土壤元素组成的多样性
奠定了基础。根据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对我市土壤研究分析，发现我市土壤中富
含多种微量元素，特别是长寿元素硒，其
含量为0.22—0.24μg/g，介于我国土壤的
中值。生长于这片宝土上的农产品微量元
素丰富，特别是硒元素含量适中。优越的
自然环境，为如皋健康人长寿打下了坚实
基础。

4、如皋长寿现象依托于独特的饮食文
化

为挖掘如皋长寿饮食历史渊源，研究
会资深会员黄裕在 《江苏文艺志·南通
卷》发现，明末清初如皋进士丁其誉所著
的《寿世秘典》中，就有从顺应岁时、合
理膳食、适常起居、中医调理等方面对调
摄养生的精辟论述，明确提出了许多饮食
养生的见解和食疗验方。许多观点和验方
至今仍不失其科学性和实用性。老会长刘
桂江亲自撰写的《浅析如皋人的饮食与长
寿》，对如皋人的饮食习惯提炼概括了“四
个搭配”：荤素搭配、粗细搭配、干稀搭
配、土洋搭配。在世界长寿乡调查团与市
政府联合举办的“长寿养生国际高端论
坛”上分享，引起了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
的浓厚兴趣和高度赞赏。

香堂芋、黑塌菜、黄芽菜、玉米糁、
如皋萝卜等如皋地产养育了祖祖辈辈土生
土长的如皋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如皋人的饮食结构也随之不断改善，
但倍受如皋人青睐的仍然是白蒲茶干、林
梓潮糕、白蒲黄酒、如皋香肠、如皋肉
松、如皋江鲜等优质地方特产。正是这些
土特产，成就了一代又一代高寿人群。

5、如皋长寿现象受益于如皋人有意无
意的健身自觉

20年来，我会会员走访调查了全市大
量高龄寿星，对这些高龄寿星的养生经验
进行了总结提炼，形成了一大批研究论文
和调查报告。这些研究成果表明，高龄寿
星虽然有着很大的个体差异，但也有很多
共同点，他们普遍热爱劳动、心情平和、
待人和善、勤奋不懈怠，客观上起到了健
体养生的良好效果。如全国最佳风采女寿
星韩秀芳、爱唱山歌的余兰芳、爱活动的
张正富、爱好书法的朱云程以及高龄寿星
杨银聪、施秀英等等。会员鞠九江撰写的
长篇论文《长寿，把握属于自己的60％》
在《长寿探秘》杂志上连载14期，对我市
长寿养生秘诀进行了系统阐释和论述。

6、如皋长寿现象植根于和谐的社会人
文环境

敬老孝老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
德。如皋人孝顺老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少
同堂，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儿孙绕膝，
让老人享受天伦之乐。2004年10月，第二
届长寿文化节之际，我市组织了“五世同
堂合家欢”活动，从全市400多个五世同
堂的家庭中挑选了40个代表，由子女陪同
老寿星在大寿园联欢。在如皋，凭着一颗
对父母老人的挚爱之心，顺从父母，孝敬
父母，让老人活得开心，活得长寿的孝子
举不胜举。

作为爱心城市，如皋最突出的还是体
现在对老年人的关爱上。市委、市政府大
力加强对老年工作的领导，推进老年卫生
保健、文化体育、社会福利事业不断发
展，积极探索农村老年人的赡养工作，切
实为老年人办实事。2002年，市委、市政
府在全国率先实施尊老、敬老、养老、助
老、爱老“八个一”的惠老工程。2020
年，市委、市政府决定从2021年起上调百
岁老人尊老金发放标准，促进了老年人生
活质量的提高。2014年11月，中国老年学
学会在上海举办“全国老年权益、尊严与
责任高峰论坛”，刘桂江和吴希林撰写的
《浅谈尊老养老的政府责任》，结合市委、
市政府在维护老年权益、履行尊老、敬老

责任方面的做法，系统论述了尊老养老的
政府责任，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和充
分肯定。市委、市政府积极发展养老事
业，政府、社会、家庭互补互促的养老体
系已逐步形成。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我市有着悠久的
中医中药历史，其中倡导的人体各器官协
调、整体互联互通理念对如皋长寿也有着
深远的影响。如皋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
是“远亲不如近邻”，又说“邻居好，赛金
宝”。如皋人一向有在亲戚之间、邻里之间
相互帮助的好传统、好习惯。这些充分说
明如皋人待人真诚，社会风气淳朴，这正
是如皋人长寿的重要社会因素。

20年来，研究会会员以实事求是的科
学精神，扎实开展如皋长寿现象研究，持
之以恒，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20年
来，我会在各种专业期刊、学术会议、相
关媒体上发表各类论文近300篇；编辑出
版 《长寿研究文选》 两卷，总字数近百
万；编著的《银色如皋》被列入宣传如皋
的《四色丛书》之一。此外还有《长寿名
流精萃》《如皋长寿方案》《食补精萃》《如
皋美食》《常用食物的营养功效及食疗》
《养生诗词典论》《如皋长寿内经》《华夏长
寿第一县》《益寿精华》等10多部专著问
世。

【回眸之三】主动作为，全力配
合，着力打造如皋长寿品牌

1、申报中国长寿之乡。2007年3月，
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申报中国长寿之乡领
导小组。作为成员单位，研究会全力配
合，积极工作。从申请报告的起草，到证
明材料的收集，从百岁老人的逐户调查，
到配合专家组核查评议，研究会全力以
赴，相关工作得到评审组高度评价，认为

“如皋的百岁老人及其它申报材料真实可
信，无可挑剔”。2008年10月6日如皋正
式获得“中国长寿之乡”授牌。

2、申报世界长寿乡。经多方努力，研
究会与国际自然医学会会长、世界长寿乡
调查团团长森下敬一博士取得了联系。在
此基础上，我市向世界长寿乡调查团提出
申报世界长寿乡的申请。2011 年 9 月 4
日，森下敬一率团来如。通过全面走访调
查，严格评定，最终确定如皋为世界长寿
乡。10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授牌
仪式，召开新闻发布会。森下敬一对如皋
长寿现象作出很高评价，特将如皋定性为

“都市文明型世界长寿乡”。
3、组织参与多项重要活动。20年来，

市委、市政府举办长寿养生论坛10多次，
其中9次由研究会具体承办。如，2006年
10月举办的“中国（如皋）长寿饮食文化
论坛”、2007年10月举办的第八届亚洲大
洋洲地区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大会如皋卫星
会议、2011年9月举办的“自然医学与长
寿养生首届中国·如皋长寿养生国际高端
论坛”、2012年5月举办的“中国·如皋自
然医学与长寿创造研讨会”、2014年10月
举办的“如皋市老年社团养生养老健康长
寿研讨会”、2021年7月举办的“如皋首届
富硒脆桃采摘节暨世界长寿之乡如皋富硒
文化之旅”、同年11月举办的“心脏健康科
普大会”以及历届“一会两节”中长寿文
化节等等。这些活动的举办，层次高，来
宾广，对提升长寿如皋的知名度，普及如
皋健身养生经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大力宣传如皋长寿品牌。20年来，
研究会接待过众多国内外媒体采访，多次
配合中央电视台、安徽卫视、湖南卫视、
江苏卫视等多家媒体来如拍摄报道如皋长
寿现象。研究会利用各种论坛、峰会、学
术交流等平台，大力宣传如皋长寿现象。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研究会接
待各地来如参观、学习、研究长寿现象的
外地客人一百多批次，我会利用这些接待
机会，大力宣传如皋，擦亮长寿品牌。

【回眸之四】拓展领域，发挥优
势，积极推进如皋长寿经济

20年来，研究会注重发挥长寿品牌优
势，结合长寿食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努
力将长寿品牌转化为生产力，为全市经济
建设提供后劲。为规范长寿产品推荐工作
的管理，2016年底，研究会出台了《如皋
市长寿研究会绿色长寿产品推介管理办
法》，对列入研究会推荐产品的范围、要
求、程序、期限、管理等进行了规范。此
后，研究会严格按《办法》考察、确认了
41家44个优质农产品作为“如皋市长寿研
究会推荐产品”，大大提升了产品的知名
度，拓展了产品销路，提高了社会经济效
益。2021年11月下旬，根据长三角国际健
康养老产业交易会邀请函精神，研究会与
市供销合作总社会商，从研究会推荐产品
中选出最具如皋特色的6家典型企业参与活
动，并取得骄人业绩。

【回眸之五】走访慰问，建言献
策，关心关注全市老年群体

建会20年来，每逢春节、重阳节等重
要节日，研究会都会组织会员走访慰问百
岁老人，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以及心理诉
求，同时研究会还与镇村领导交流，积极
向政府建言，希望他们给予老年群体更多
的关心和关爱。在平时的活动中，不少爱
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积极相应，他们无偿捐
献，为高龄寿星们奉献爱心，赢得老人们
的欢心。

文字供稿：如皋市长寿研究会秘书

处 图片提供：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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