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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芸苓

我们前半生为了工作，为了儿
女忙忙碌碌，如今，从工作到退休，
是人生的一个转折阶段，那么我们
退休后会选择怎样的生活呢？近
日，记者采访了三位退休人员，看
看他们是怎样让自己的退休生活
丰富多彩的。

集邮交友
方寸之间看世界

任先生，退休前是某国营工厂
的中层干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
退休后，他感觉有大把自由时间，
但总感觉缺了点啥。一天去古玩市
场看一个老友，发现那位老友退休
后在那个市场开了家集邮小屋。没
事的时候和喜欢收藏的朋友们聊
天喝茶，交流收藏心得，日子过得
很惬意。于是，任先生也动了心思，
因为他本人也是个集邮爱好者，家
里也积攒了厚厚的集邮册和小人
书。于是，任先生问了店铺租金的
情况。老友说，古玩市场店铺租金
都不贵，一年也就几千元，他一个
月的工资。任先生就动心了，回家
和老伴商量了一下，老伴也支持，
知道他闲不住，有个事情干也好。

于是，任先生便在市场租了一
间不大的店铺，简单整理了一下，
开始了他的小老板生活。

任先生说，20 世纪 80 年代初
他就开始集邮了，开始是姐姐在邮
局上班，经常拿回来好看的邮票，
他非常喜欢。那个年代，信息传播
渠道不发达，能接触到的书籍少，
任先生特别喜欢看小人书。看到邮
票上也有他看的小人书的内容，且
画面非常漂亮，任先生一时爱不释
手，就向姐姐要。最初的邮票几乎
都是姐姐送给他的，时间长了，任
先生不满足姐姐给的几张单品，开
始去邮局柜台，买自己喜欢的邮
票。

开始集邮后，任先生发现，每
张邮票都有故事，像一个浓缩版的
小人书。

等到他工作后有了工资，他就
买了一年整套的邮票。翻看那些精
美的邮票，任先生发现，这方寸之
间包含的信息真大，有国家一年的
重大事件，有经济、科技、工业、农
业的发展，有古典名画、历史人物，
有花鸟动物美丽山川，真是应有尽
有丰富多彩。

于是，任先生一边收藏邮票，

一边收藏小人书，书房的一个柜子
里都是他的收藏。除了历年邮票，
还有300多本小人书，有《岳飞传》

《隋唐演义》，有《三国演义》《红楼
梦》《西游记》《水浒传》四大名著
等。

如今，自己开了这个小店，他
把收藏的小人书和邮票放到店里
和大家交流。每天和藏友们品茶、
分享收藏心得，非常快乐并收获满
满。

练书法、弹吉他
享受独处的乐趣

陆先生从岗位上退休后，没有
特别的感觉，就是觉得有了自己可
支配的时间。退休后开始了新的
生活，自己支配的时间充裕从容。
陆先生是工薪阶层，夫妻双方和谐
美满，只有一个女儿，结婚后定居
在大城市。

每天早上起来，陆先生吃过早
饭，舒缓一会儿，看看新闻，便静下
心来写书法。再弹一个小时琴，上
午的时间基本就过去了。陆先生
是个书法爱好者，上班时太忙，一
直没有多余的时间临帖。如今，退
休后时间充裕且能自主支配，人际
关系少了、单纯了，陆先生静下心
来享受他的每一天。

上班的时候，陆先生在一家事
业单位的办公室工作，迎来送往比
较忙。退休后，他让自己静下心
来，享受这份宁静与孤独。那几个
熟悉的朋友叫他去喝酒吃饭，他只
是偶尔才过去一次，感觉那些热闹
有些浪费时间。

阅读、书写、听音乐，陆先生在

独处中修炼并提升自己，内心非常
充实。

旅行、写作
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在路上

刘女士退休后，给女儿看了几
年孩子。如今，孩子上了幼儿园，刘
女士就想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刘女士是个业余作家，喜欢诗
歌和散文写作，出版过个人专辑。
退休后，她边旅行边写作，把旅行
中遇到的人和事，以及看到的景致
都用诗歌和散文表达出来，发到朋
友圈，赢得了不少粉丝。

外出旅行，写自己喜欢的东
西，行走感悟、发现感受。偶然闲
暇，和朋友聚餐品茶，交流最近读
书的心得。刘女士说，很感恩小城
有这样一群热爱写作的朋友，让单
身的她没有感到特别孤独。

今年初冬，刘女士就和闺蜜去
了海南，他们一起合租了海景房，
享受那里的蓝天和大海，椰风徐
徐、海风习习，一起下海，一起品尝
当地的美食。刘女士去海南的时候
带了几条漂亮的裙子，她和闺蜜到
海边互相拍照片、视频，在短视频
App上发视频，她每次出镜都是美
美的。粉丝们也被她丰富多彩的生
活吸引，在她的诗歌和照片下面互
动留言，让刘女士非常欣慰，感觉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懂她的粉丝相
伴，刘女士和闺蜜一起感受旅居带
来的快乐。

边走边写，写诗词、感悟，享受
当下的生活。刘女士说，她非常喜
欢那句话“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
魂和身体总有一个在路上！”

□徐麟

上厕所站不起来、洗澡时会滑倒……这些成为困
扰老年人生活的普遍性问题。为降低独居老人居家跌
倒的风险，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古楼街道官柳社区组
织“巧大姐”志愿服务队、红色义助志愿服务队，为辖区
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安装厕所扶手。

当天，志愿者带着工具，来到居民余爹爹家，为其
安装厕所扶手。前期，志愿者通过走访了解到，老人腿
脚不便，上厕所、蹲下、站起等都很费劲，影响生活质
量，有安装扶手的需求。随后，志愿者为老人量身定制
了改造方案。

经过测量，志愿者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和身高，选
定了合适的位置，不到半个小时，“爱心扶手”就安装好
了。

“谢谢你们，我一直想有个这样的扶手，方便、省
力，还安全。”余爹爹特别开心，迫不及待地体验起“爱
心扶手”。

下一步，该社区将发动志愿者为有需要的老人安
装扶手，让更多老人能够安享幸福晚年。

（《鄂州日报》）

安装“爱心扶手”
为老人“搭把手”

□吴彰义

“好字，下次专门给我写首喜欢的诗。”“这种提倡
不乱丢垃圾的方式真的绝了，我很喜欢。”……书法爱
好者华金林花了两个小时在浙江省金华市江北人民广
场写字，一首诗配上文明标语，传递文明正能量，被数
百名市民围观。知道他以后每周二、四上午都来，很多
人与他相约。

人民广场作为西市街商圈核心地带，是很多老年
人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由于老年人群体素质参差不
齐，人民广场成了最难管的地带。婺城区城中街道西市
街商圈联合党委专职副书记胡槐皎介绍，他们一边联
合城中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依法整治乱吐痰、乱丢垃
圾等不文明行为，一边又成立夕阳红志愿服务队，进行
文明劝导。如今，人民广场的环境转变了很多，但乱吐
痰、噪音等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一味说重话，严厉执
法很难根除顽疾，最重要的事是让市民，尤其是老年人
改变观念，养成文明好习惯。”胡槐皎说，遇上华金林，
就是一个契机。

62岁的华金林前些时候找到胡槐皎，希望为西市
街社区做点公益服务。得知他爱好硬笔书法，写得一手
好字，胡槐皎萌生了用书法倡导文明风尚的想法。西市
街商圈联合党委与城中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邀请华金
林每周二、四上午在人民广场现场免费书写文明用语
等内容，送给同样喜爱书法的老年人和市民。

华金林的摊位摆到人民广场，一手好字吸引了很
多人围观。他的书法作品受到大家热捧，纷纷排队领
取。“从小就爱写字，前两年又跟着老师系统学习过，大
家喜欢我的字，我很开心。”华金林说，担心要书法作品
的人多，他前一个晚上就悄悄多写了几张，没想到两个
小时，130多张作品被认领一空。

“诗词寓意很好，描述了我们老人喜欢的生活状
态。文明标语提醒得很温馨，我们来玩，一定讲卫生，不
能把垃圾留下。”70多岁的市民张大爷说。在现场，一
些书法爱好者也与华金林进行了交流、切磋。“有同样
的爱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了。” （《金华日报》）

六旬老人户外写字倡文明

退休后，
你会选择怎样的生活？

□梁智玲

老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
自然面对，找到新乐趣、开启新生
活很有必要。在现实生活中，很多
人步入老年后，或多或少会出现失
落感、孤独感。老年人该如何愉
快、充实地享受老年生活，保持良
好心理状态呢？

让老年人继续学习新知识，在
“学中乐、乐中学”，不失为一种促
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好办法。很
多老人老有所乐，为大家做了榜
样，积极乐观的心态、丰富多彩的
生活，很有感染力。

实现老有所乐需要老年人自
己调整心态，也需要全社会的关爱
和帮助。社会各界形成合力，为老

年人搭建更多、更适合的老有所
乐、老有所学平台，非常有必要。
创新发展老年教育、丰富老年人文
体休闲生活，支持老年人参与体育
健身等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课
题。我们相信，老年人主动找乐，
再加上社会关注，会有越来越多老
年人“老有所乐”，过上新鲜有趣的
晚年生活。 （《焦作日报》）

老有所乐生活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