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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好人生第二春

岁月真情

“知识付费”实现自我提升

言 拍二三

晚晴榆
桑

家 庭

为邻居点亮生活希望
守护“受过伤”的瓷器

40岁女儿想请父母放手

夸得老伴任劳任怨

让古董钟恢复生机

八姐弟半世纪骨肉深情

前几天，我去同事李教授家串
门，赶巧他花费2万元买了一架钢琴，
正在和老伴试琴。一曲《梁祝》结束
后，我拍手叫好！李教授说：“咱们都
是退休老人了，应该把晚年当‘玩
年’！”这一字之改，让我感悟颇深。

一个人退休赋闲在家，社会责
任和家庭责任都少了许多，甚至没
有什么后顾之忧，如果不好好玩
玩，真的对不起这一生一世。我接
触过很多各层面的退休人员，很多

人都想老有所为，在人才市场上与
人 竞 争 ，有 的 做 白 领 ，有 的 做 蓝
领。多挣钱当然好，但要带着兴趣
去挣，图个快乐、图个健康是明智
之举。有人说，退休是人生的第二
春开始，那是响亮的口号，实际上
已进入生命的“倒计时”，想想自己
的年龄，看看自己的身体状态，就
能寻找出自己退休后怎样办。还
有许多朋友退休之后总感到无所
事事，百无聊赖。毕竟在岗位奋斗

几十年，已经习惯了那种规律性工
作和生活；还有人在退休前是领导
干部，对“人走茶凉”的外部环境难
以适应，闷闷不乐过着离群索居的
日子……

退下来的老年人一定要学会玩、
学会找乐；玩要适度，乐要愉悦心情；
把老伴照顾好，不要因玩乐影响四邻
和社会秩序，人人开心、事事如意，才
是把晚年当“玩年”的根本！

牛润科（据《老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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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版 责编马学文 版面李梦辉

10 月 28 日，王秀敏在厨房里忙
活着，炒鸡蛋、炒土豆片，王秀敏手
快，一会儿两道菜就先后出锅。套上
保鲜膜趁着热乎气，王秀敏把菜送到
邻居李波家里。李波看到王秀敏来，
亲切的喊她三姨。“今天做了你最爱
吃的土豆片，趁热赶紧吃。”放下手中
的饭菜，王秀敏张罗着让李波吃饭，
她又把前一天拿来的盘子碗收拾好
准备拿回家去。

从 2019 年，李波被王秀敏一家
人从养老院接回来后，王秀敏就担
负起每天给李波送饭的任务，风雨
无阻。

2015 年，34 岁的李波突发脑出
血，抢救后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失去生活能力的李波一直与母亲一
起生活，屋漏偏逢连夜雨，2018 年
李波的母亲检查出了癌症，让这个
原本就不幸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给母亲看病，李波卖掉了两人
居住的房子。

王秀敏与李波的母亲关系一直
很好，平时经常在楼下坐着聊天，知
道了家里的情况，王秀敏也一直宽慰
母子俩。李波的母亲身体每况愈下，
一次她找到了王秀敏哭着说最放心
不下的就是儿子，家里没有房子了，
鞍山也没有亲戚了，儿子生活不能自
理，就只能给儿子找一家养老院，可
她还是不放心，才 30 多岁，未来的路
那么长，让他怎么生活啊。看着眼前
哭得绝望的老邻居，王秀敏一边跟着
掉眼泪，一边承诺：“你放心，我们都
能帮忙，我们都能照顾他。”就是这句
承诺，王秀敏一家人在李波母亲去世
后，成为了他的“家”人。

刚到养老院不到一个月，李波就
给王秀敏打来了电话，适应不了养老
院的生活。王秀敏赶紧和家人到养
老院把他接了出来。

李波没有房子，每个月只有 1000
多元的低保金来生活。王秀敏帮着
他在家附近挑租金最便宜的房子，一
个月只需要 300 元钱。一天三顿饭，
王秀敏都会做好了给李波送过来，让
他能够每天都能吃饱穿暖。王秀敏
帮着收拾房子，带他出去走走活动身
体。王秀敏的老伴身体也患有残疾，
腿脚不方便，她就经常陪着两个人一
起在楼下散步。

不仅是王秀敏无微不至的关怀
着李波的生活，她的妹妹也经常帮
着 照 顾 。 王 秀 敏 的 妹 妹 开 一 家 超
市，平时经常让李波上超市去吃午
饭。生活上能帮衬的，也都全力以
赴的帮忙。

慢慢的，李波与王秀敏一家成为

了新的“一家人”。王秀敏在家排行
老三，李波叫她三姨，叫她妹妹四姨，
每天三姨、四姨就成了他嘴上、心里
最亲的人。“没有我三姨、四姨，我不
可能有现在的无忧生活。他们对我
的帮助和爱，真是太多太多了，我没
法报答。”李波说。

2020 年的春节，王秀敏的女儿希
望接老两口到自己家里过年，王秀敏
却拒绝了女儿的邀请，老两口把李波
接到家里三个人一起过的年。在春
节团圆的饭桌上，李波哭了。“那是家
的温暖，是我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
李波说。

面对采访，王秀敏总是说，我做
得这些没有啥。“他跟我女儿年岁相
仿，在我眼里他也是孩子，谁都有难
的时候，我就是伸把手帮帮他，这是
我能做的，我就做了。他也没有家人
在这了，我们就是他的家人呗。”

据《鞍山晚报》

浙江金华 40 岁的欣美
（化名）遭遇丈夫的背弃，是
父母的爱支撑着她走过了
刚离婚那段艰难的日子。4
年过去，欣美还在努力淡化
前夫移情别恋带给她的伤
害和痛楚，父母过多的关爱
却又让她陷入亲情带来的
困扰……

欣美和前夫曾是众人眼
中的恩爱夫妻。被深爱的
人背弃，欣美在刚离婚时整
夜整夜失眠，几乎整个人都
垮掉……在她最痛苦的时
候，父母主动住到她家来，
张开双臂护佑她和当时才 5
岁的儿子小伟，陪她走过了
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今年 2 月开始，欣美尝
试 学 习 新 技 能 、结 交 新 朋
友。她觉得，该换自己来积
极应对生活中的一切，努力

培养照顾自己和家人的能
力。对于欣美的变化，父母
是欣喜的。然而，随着欣美
花在社交和业余爱好上的
时间增多，父母又开始限制
她。不少朋友给欣美介绍
对象。欣美没想到，父母坚
决反对她恋爱、再婚，“他们
担心我上当受骗，担心我儿
子将来受苦……”更让欣美
烦恼的是，父母很反感她的
前夫与小伟接触，常跟小伟
说他父亲怎么狠心地抛弃
他。欣美怕这样的评判会
影响儿子今后的人生态度，
可她一开口阻止，母亲就生
气掉泪，父亲骂她没骨气。
面对白发苍苍却仍努力张
开羽翼想要尽力护卫自己
的父母，欣美心怀感激又很
无奈。

据《金华晚报》

中老年线上知识付费成趋势

三 年 前 ，采 采 就 已 经 开 始 跟 着
快乐老人大学的小乔老师学习手机
摄影。

退休前，采采是一名普通的企业
工人。她向记者聊起自己热心上网
课的原因：性格喜静，加上受疫情影
响出门少了，便开始在家里上付费
网课。说起自己上的网课，采采挺
满意：“这个课声音比较清晰，速度
也不快，我一直在跟。”上网课这三
年，采采的摄影技术进步不小，在实
践中非常实用。除了快乐老人大学

的手机摄影课，采采还购买过某中
医 药 大 学 一 位 教 授 开 的 在 线 中 医
课。她还说，如果以后发现比较好
的中老年服装穿搭网课，她也会买
单。“年龄大了，身材不那么好了，希
望有这样的课，教我们穿出自己的
风格。”

在网上搜索近两年的新闻报道，
会发现一个现象：中老年线上知识
付费成趋势。主观上，老年人有“文
化养老”的需求；客观上，一是疫情
影响了线下教学活动，二是老年人
跨越“数字鸿沟”的行动有了很大成
效。再加上消费理念的改变，越来

越多的老人尝鲜知识付费，就成为
一件很自然的事。

课程还可以“私人订制”

从老年教育机构方面，能更清楚
地感受到老年人线上知识付费的热
情。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快乐老人大
学网校注册的学员有 130 多万，年龄
跨度从 40 岁到 90 多岁不等，学员来自
全国各地，其中不乏海外华人。他们
每天一般在线时长达 2—3 小时。这
些学员中，女性多于男性，且以一、二
线城市的老年人居多。

快乐老人大学网校刘校长介绍，

网校从 2016 年开始做网课，近两年
发展迅速，已开设 1000 门课程。网
课有录播和直播两种形式。其中，
兴 趣 爱 好 类 课 程（如 手 机 摄 影 、声
乐、画画、舞蹈）、健康养生类课程最
受 中 老 年 人 欢 迎 ，总 占 比 达 30% 以
上。“几十元到一两百元区间的课程
是主流，但现在也有部分学员有些
个性化的需求，我们会为他们量身
打 造 更 专 业 、优 质 的 网 课 和 服 务 。
这 样 的 课 程 价 格 可 能 达 到 千 元 以
上。”刘校长说。比如，手机摄影课
程会根据学员对手机操作的熟练程
度以及生活中常见的场景，来设计
个性化课程。“伴随着一拨新老人的
到来，将来的网课将对专业程度、服
务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跟刘校长的观点一样，多个中老
年教育领域的创业者均表示，专业度
高的课程往往更受老年人欢迎，付费
意愿也更强烈。

擦亮眼睛挑选可靠平台

不过，网络上鱼龙混杂。前不久，
就有一则新闻说，辽宁大连一名 66 岁
的男士要支付 1 万元费用，学习一门
讲《周易》的网络课程。这其实是一
个骗局，最后还是民警上门，才让他
避免了损失。

无疑，开始尝鲜知识付费的老年人
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记者了解到，在一
些网课平台或小程序上，存在营销广告
太多、违规直播卖保健品、用低价课引
流等情况。采采说，一定要挑选靠得住
的平台，“在买课时多和子女沟通，避开
不良服务商的课程陷阱”。

刘惠（据《老人报》）

“我不打牌，也没
别的事，就花一两百
元上网课，学习新知
识，自己觉得过着一
种比身边同龄人更有
档次的生活。”湖南长
沙55岁的采采（网名）
告诉记者。采采口中
的“上网课”，用时髦
一点的话说，叫“知识
付费”。跟采采一样，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
年人开始尝鲜知识付
费，通过上网课实现
自我提升、丰富生活。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
邻。在鞍山市立山区沙河
街道沿河社区，王秀敏一
家人就为患病邻居李波点
亮了生活的希望。

河南洛阳 81 岁的老李
在家里家务全包，老伴是他
家附近出了名的懒人。周
围人都觉得，照他老伴的做
派，他家的日子肯定过得鸡
飞 狗 跳 ，可 让 人 想 不 到 的
是，他们的生活很幸福。

老李和老伴结婚 50 多
年了。家里做饭、洗衣、打
扫卫生，全是他的活。用老
李的话说，除了老伴吃饭、
上厕所他替不了，剩下的事
儿都是他干。老伴想要做
什么，只需要动动嘴就行。

因为老伴的懒，老李没
少跟她生气。可是他生气
也没用，因为老伴的脾气实
在是太好了。“有时我忍不
住冲她发火，她在一旁咯咯
地笑，还冲邻居说：‘俺家掌
柜 发 火 了 ，我 得 赶 紧 做 饭
去，表现表现……’我一看
她认错态度怪好，也不好意
思再说她了。”

老 李 对 老 伴 发 不 了
火 ，还 有 一 个 原 因 ：“ 别 看
她身子懒，嘴巴可不懒，爱
夸 人 。”老 伴 爱 夸 孩 子 们 ，
对 老 李 也 是 极 尽 所 能 地
夸 。 老 李 擀 面 条 ，她 边 吃

边略带夸张地说：“你擀的
面条咋这么好吃啊！你看
看，一根根比轧的还均匀，
吃 着 还 筋 道 ！”老 李 洗 衣
服 ，她 也 夸 到 了 天 边 ：“ 你
咋把这件衬衣洗得这么白
啊，跟用了漂白剂一般，谁
洗衣服都没你洗得干净！”
她甚至当着邻居们的面不
无 自 豪 地 说 ：“ 我 看 咱 周
围 ，谁 家 的 男 人 都 没 我 老
伴好！”

尽 管 老 伴 夸 得 有 点 过
头，但老李心里还是美滋滋
的：“最起码，我的付出人家
都看到眼里了，我干得值！”

邻居觉得老李跟照顾孩
子一样照顾老伴，肯定很累
很 委 屈 ；说 他 老 伴 这 一 身

“ 公 主 ”做 派 ，换 了 其 他 男
人，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
老李却不觉得。他说：“年
轻时我确实感到有些委屈，
但 老 伴 为 我 养 了 一 群 勤
快、有出息的儿女，已经是
劳苦功高了。她还天天称
赞我，让我身心舒畅，感觉
良好，就冲这，我也得对老
伴好点再好点！”

据《洛阳晚报》

黑龙江省大庆市 68 岁
的司丙艳家兄弟姐妹 8 个，
有 6 个都在大庆，大家有事
相 互 照 应 ，没 事 时 聚 会 旅
游，生活得有滋有味。

司丙艳在兄弟姐妹中排
行老四，上面三个姐姐，下
边一个弟弟三个妹妹。最
大的 78 岁，最小的也已经 56
岁了。司丙艳的母亲去世
得早，当时 8 姊妹抱团取暖，
感情非常深厚。后来，司丙
艳和三姐、3 个妹妹先后来
到 大 庆 工 作 安 家 ，到 2001
年，司家大姐也随儿子来到
大庆。至此，司家 8 位兄弟
姐妹，除了尚在老家黑龙江
省海伦市的二姐和远在江
苏省徐州市的弟弟，6 姐妹
齐聚大庆，其乐融融。

以前，大家都上班，加之
孩子小，没太多时间聚到一
起。现在，司家最小的妹妹
也已退休。姐妹几个隔三
差五聚到一起，包顿饺子，

炒上几个家常菜，有时打上
几圈扑克、喝点小酒，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

二姐一家一直在老家海
伦，大庆 6 姐妹有机会便约
好，几家人一起开上车，组
成车队，老老少少浩浩荡荡
开赴二姐家。几个小时的
车程后，二姐的农家小院便
真 真 切 切 地 成 了 农 家 乐 。
赶上孩子们假期有大块时
间，姐妹几个还会约好，一
起奔赴千里之外徐州的弟
弟家。

这样的团聚被近几年的
疫情打乱，可司家的聚会并
没有停止，而是转移到了另
一个阵地——微信群。在微
信群里，姐妹几个可以随时

“见面”。
司丙艳说：“兄弟姐妹是

父母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在我们的大家庭，真正体现
了这一点。”

据《大庆日报》

在湖北武汉曹庆吉家阁楼，墙
上、地上、家具上，到处是古董钟。
伴着钟声，曹庆吉修理从各处收集
来的古董钟，让它们重新恢复生机。

曹庆吉今年 65 岁，年轻时曾在
武汉市楚剧院从事道具制作，懂得
机械修理。1988 年，他开始收藏并
试着修复各种古董钟。拆卸机芯、
洗油、提升重锤、修补雕花……许多
产自国外的废弃古董钟，在曹庆吉
手中一一恢复生机。几十年来，他
修复的钟多达 500 余座，家中也收藏
了近 300 座古董钟。对曹庆吉来说，
这些古董钟是他的“老朋友”，而他
的任务就是让它们恢复生机。

林楚晗（据《武汉晚报》）

山西省太原市赵士信家里，陈
列着 8000 余件 400 多种大大小小的
锔瓷藏品。每件瓷器上都分布着细
碎的裂纹，一件件受伤的瓷器被嵌
入小巧的锔钉，使其“破瓷重生”，同
时也增添了些许岁月的韵味。

锔瓷是一门古老的民间技艺。
过去的人勤俭持家，一件瓷器有了
裂纹或破损也舍不得扔掉，就请锔
匠修复。破损的瓷器经过锔补修
复，无论装冷水还是热汤，都可以做
到滴水不漏。从小，赵士信对锔瓷
这门手艺就有些痴迷，后来他从事
锔瓷收藏，一做就是 40 多年。随着
时代快速发展，锔瓷技艺已逐渐失
传。赵士信并不是锔瓷手艺人，却
愿当个“守艺人”，通过自己的藏品
让更多人了解锔瓷，珍惜这份凝聚
前人智慧的文化遗产。

薛建英（据《太原晚报》）

在 浙 江 金 华 东 阳 城 ，79 岁 李
巧 荣 的 家 门 口 最 近 成 了 旅 游 景
点。他在家门口弄了一组精致的
山 水 景 观 ，每 天 前 来 参 观 的 人 络
绎不绝。

李巧荣年轻时是个木匠，曾经
他人引荐去故宫帮助修复古建筑。
退休后，李巧荣喜欢上了摆弄山石
花草。经过多次试验，他用捡来的
石头、花草搭配出一组组微型山水
景观，石阶、石桥、石塔相映成趣，茶
梅、石竹、三叶草错落有致，瀑布、流
水、假山别有韵味，仿佛将名山大川
之巍峨、小桥流水之秀丽浓缩于两
三平方米的石台上，显得和谐灵动、
趣味盎然。

唐旭昱（据《金华晚报》）

把山水景观引进家
王秀敏帮李波穿好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