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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同学会上，碰到了昔年的小王。

确切地说，如今应该称呼其为“老王”。只

是，多年的习惯，一下子难以改变。上一次见

面，大家都还在青葱岁月里，有着一头乌黑发

亮的头发，还有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眼神。可一

眨眼，大半个世纪都过去了。

如 今 的 我 们 ，都 已 经 发 鬓 霜 白 。 那 时

候，通讯工具还很落后，别说手机了，就是电

话，都是极为稀罕的东西。毕业后，仅有的

几个联系较为密切的人，也失去了联络。直

至前阵子，才在大家的同心协力下，联络上

不少昔日的老同学，开了一次同学会。

我和老王，读书时关系最铁。如今，分隔了

大半个世纪，但昔日的铁哥们情谊还在，而且更

加醇厚。说起这些年来的经历，老王不胜唏嘘。

昔年的小王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个小单位

里。这单位不算好，凑合着过日子。但小王本是

个颇有上进心的人，常常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或节

假日，学习各种知识。几十年下来，考了一大堆

证书。凭着自己的好学，其职位也升了好几级。

就在早些年，我们这些同龄人，正在为退

休做准备，可老王却还不认老，不仅学习新技

术，其精通程度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老王退

休后被一家重要部门返聘，有着令人艳羡的收

入倒是其次，关键是发挥余热，让老王的精神

状态比年轻人还好。

和老王比起来，反省自身，顿觉自己荒废

了太多光阴。当年的我苦读多年，一踏入社

会，有了工作和收入，似乎人生的目标就完成

了一大半，整个人也开始松懈。毕业工作后，

就很少再涉及专业方面的知识。平日里，有空

就去喝点小酒，聊聊天。久而久之，人的惰性

渐增，对于生活和工作，都是抱着凑合的态度。

可仔细想想小王的行为，却让我突然意识

到，人生中从来就没有毕业这回事！在读书的

阶段，我们孜孜以求；工作后，从学问的象牙塔

转入社会这所大学，需要学习的事更多。从学

校毕业，不是意味着脱离学习，而是转入另一

个阶段的学习。

也正是因为心态的不同，如我这般的多数

人渐渐被老王抛在了后头。如今，说起新潮

流，新技术，老王依旧能侃侃而谈。而反观我

们，却听得一头雾水。大半个世纪的时光，已

经让我们之间，有了不小的差距。

如今，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唏嘘之余，也希

望如今的年轻人们，不要如我们这般，将毕业当成

脱离学习的分界点。人生在世，哪怕活到老，也得

学到老，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路高奏凯歌。

人生至老无毕业
郭华悦

凡“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老

人，都有一段幸福而又温馨的往事。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上幼

儿园，这天早晨已是八时了，班主任老师

还没来，我和几个玩的好的小朋友就到

校门外的巷子口等老师。我们猜测着老

师家是不是出事了？我们该不该去老师

家看一看？就在我们嘀嘀咕咕的时候，

老师从另一个巷子口过来了。她微笑着

问我们：“怎么不进教室？”

我们说：“等您啊！……”接着我们

就七嘴八舌地把我们到这里等的原因讲

了出来。

老师听了，依然微笑着说：“老师有

点事耽搁了，让小朋友们担心了，是老师

的错……”

我嘟着嘴，说：“阿姨错了，也应该

罚。”

老师乐了：“你说怎么罚？”她的话还

没落音，这时一个老大爷背着一背篓柚

子走了过来。

我们一见，便齐声道：“我们要吃

柚子！”

柚子是一角钱一个，老师掏出三毛

钱，共买了三个。我们捧着柚子兴高采烈

地走进幼儿园，刚走到邻班门口，这班的老

师见到我们班主任说：“你怎么不休息一

天？”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老师病了，她

之所以迟到，是因为去医院看病。可当时

我们并不理解，只高兴有柚子吃了。

到了班上，老师就给我们分柚子吃，

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她坐在椅子上，

一脸的笑容，就像母亲一样看着儿女狼

吞虎咽地吃着好吃的东西，她却一口都

舍不得吃……

此事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每当想

起，心里总有一股暖流在涌动。

老师请客
丁 磊

又到端午节了。看到超市货架上琳

琅满目的各色粽子，就会勾联起三十多

年前在做知青时采粽叶的一件往事。

我是 75届知青，中学毕业那年分配

在崇明岛的前哨农场务农，因身体瘦弱，

被照顾担任农场连队的耕牛饲养员工作，

农友们戏称我为“牛司令”。春夏之交，天

气怡人，秀丽的乡野上麦浪滚滚、芳草茵

茵，尤其是河边沟渠的芦苇长得丰茂，这

是我放牧耕牛最舒心的时节。在水塘河

畔放牧，水牛在芦苇丛中时隐时现，贪婪

地啃食着随风摇曳的青青芦叶，我的心底

盈满了遐想和快意。一个与我投缘的连

队女农友，端午节前要回市区探亲，让我

帮忙为她采一些芦叶带回家。

那天，我一边照看着放牧的耕牛，一

边在民沟边挑采着长得宽大的芦叶。为

了讨农友开心，我尽量找叶片肥大整齐

的芦叶采摘。因专心采摘，身体前倾在

民沟的岸坡上，一不小心，我滑入了民沟

里；好在民沟水浅，我举着一片大大的芦

叶爬了上来。当我拿着一大捧芦叶送到

农友宿舍里时，农友看我浑身湿透，问明

了情由，既担心又感动。怕我感冒，她用

煤油炉为我煮了姜茶。

这天，在她的寝室里，我与她聊了很

多很多……

后来，这农友就成了我现在的老伴。

老伴秉承了我丈母娘包裹粽子的手

艺。每年临近端午节，她都会包裹不同品

种的粽子，有肉粽、赤豆粽、蜜枣粽。对粽

子我没有特别的癖爱，但喜欢看老伴用粽

叶麻利熟练地包裹粽子的过程。包裹好

的粽子，盛放在家里的大号锅里，满满叠

叠顶着锅盖，煤气灶也快扛不住粽子沉沉

的分量了；然后，每隔一些时间看看锅里，

往沸煮的锅里添加水，整个屋里弥漫着粽

子诱人的香气。我的思绪也伴着粽香，畅

溯于昔日农场芦苇青青的民沟畔……

粽叶青青，清香丝丝。妻子的青丝

包裹着我俩相伴相依走过的日日夜夜，

已经泛白，但妻子在我的心里永远是一

抹青翠挺拔的芦苇！

悠悠粽叶青，粽香飘万家。端午日

日近，情漾初结发。

芦叶青青
周云海

人老了，心态难免变得复杂。喜欢怀旧，

爱前后对比，跟工作时比，跟自己年轻时比。

年轻时盼望早日“老练”起来，如今老

了，又时常觉得老得太快。

年轻时，对时光不那么珍惜，总觉得过了

今天还有明天，来日方长。如今老了，才痛惜

虚度了年华，感到往后时日不多了，追悔莫及；

年轻时生活贫苦，希望有多一些的金钱。

如今老了，则认为钱财乃身外之物，健康

比金钱重要得多；年轻时，充满着幻想和希

望。而今老了，则留下许多忧伤和遗憾……

在无限的回忆和比较中，老人们十分

可怕的通病——失落感、孤独感油然而生。

有位哲人说过，老年人最大的敌人是

自己。我认为此话有道理。人到老年，忙

忙碌碌大半生终于可以歇息了，这本来是

件好事。可是一旦事到临头，思想却一下

子拐不过弯来，身价放不下，位置难转换，

带来许多莫名其妙的烦恼。

我现在我已经退休几年了，总算调整

好了自己的心态，悟出了三条体验：

一、自觉不自卑。到了年龄离退休是正常的

事，没有什么不光彩的，退下来应该自觉；

二、有情而不自作多情。对家人，对朋

友，对周围的人，要有情有义，但不自作多

情，多嘴惹事；

三、依靠而不依赖。老人的晚年生活，

离不开单位和社会的支持、照顾，但是一定

要清心寡欲，用政策和法规规范你自己的

言行，不要有非分之想，追求不属于自己的

东西。

巴金有句名言：“精神快乐是人类最好

的滋补品。”老年人虽然失去了春天的鲜

艳，但仍拥有金秋的丰盈，也拥有内心的平

静、舒坦。

人老了，不妨“三乐”：自得其乐、助人

为乐、知足常乐。这样的老人，一定会心态

平和，健康长寿。

老年人不妨“三乐”
陈勇钊

和我面对面坐着的老李，平时沉默寡言，

可是，只要一说话，他的嗓门就很大，一句话出

来就像扛着门大炮，非得狂轰滥炸一番不可，

好像谁都欠他的一样。老李的生活习惯不好，

办公桌上乱得像鸡窝，电脑键盘上盖满了尘

土，眼镜盒、茶叶、剪刀等工具胡乱堆放着，我

们办公室里的几位年轻人不由皱起眉头。可

是，碍于他比大家年长，大家都默默忍受。

最近，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老李坐在办

公室里就按捺不住了。他拿着洗脸盆上的

新毛巾去水房非得冲洗一番，从头到脸，要

好好凉快一下，完了，还要在办公室炫耀：

“好家伙，这下可舒服了！”

谁想到，时间长了，办公室就有种异

味。早上打开门，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

来，同事们都嗔怪：“这老李，真是的，不洗

澡，不洗衣服，还要把单位的毛巾弄脏，简直

不可理喻。”

想起我乡下老家的隔壁，主人是一对独

居的老人。儿女都在大城市工作，只有逢年过

节的时候才回家看看。平时，老两口很少串

门，最多就坐在大门口和我们聊天，淡定地望

望远方。有一年，雨水好，老人家院子里的草

都长荒了，淹没了人的膝盖，一直到房檐下到

处都是草。好在院子中央只留了一条走人的

小径。我告诉母亲：“这家人真懒，是不是那草

里有长蛇，都不知道动动手，割了草！”谁想到，

母亲笑着说：“不碍事呀，人老了，身子就懒了，

不想动弹了，随它们长吧。”到了入伏的天气，

草长成了一人高，其中还夹杂着五彩缤纷的花

儿。草的气息，花的气息将这家院子装扮得异

彩纷呈，美丽如画。

上周去父母家，见父亲看电视时，看着

看着，总会不由自主地睡着了。父亲戴着眼

镜，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我哭笑不得，就在

我想一把摇醒父亲时，老公却挡住了我：“让

他睡会儿吧，不要打扰老人家！”后来，老公

才告诉我，这些年，老爸身体越来越差，记性

也不好，看电视时经常就睡着了，很多昨天

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忘记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每个人都会慢慢老去。

曾经年轻英俊的外貌不复存在，皱纹会慢慢爬

上额头，洗不干净衣服，懒得不想动弹，不想动

脑筋，也许会不讨人喜欢。还是原谅我们渐渐

地老去吧。因为，总有一天，你也会老。

原谅我们渐渐地老去
文雪梅

（上接二版）

精细管理优环境

做好城市工作，三分建设，七分管理。老

百姓对城市工作的意见和怨言，多数表现在管

理和服务方面，做好城市管理和服务工作，重

在精细、要在精细、成在精细。

要精细管理，势必改变过去粗放型的管理

方式。近些年，因城管执法引发不少群体性事

件，“城管打人”和“城管被打”的新闻更是屡见报

端。其实论城市管理，绝非就等同于一支城管队

伍。我省正加快推进《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

例》立法，解决城市管理和执法中法律地位缺失、

权威性、公信力不足等问题，彻底扭转城市管理

无法可依、借法执法的困境。同时，将加快制定

或修订一批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方面的标准规

范，以此解决“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按什么标

准管、管成什么样子”的问题。

要精细管理，在于坚决守住城市安全底

线。为保障城市安全运行，我省将重点对污

水、垃圾处理、供水、燃气、桥梁、隧道、边坡、老

旧建筑等市政设施进行全方位综合管理，健全

城市抗震、防洪、排涝、消防、应对地质灾害应

急指挥体系，提升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能力。既

抓好源头防控，也强化动态监管。

要精细管理，也要顺应“互联网+”大势。

“十三五”时期，我省将进一步加大投入，促进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城市管理服务融合，推进交通运行、环境监测、

地下管线等各类城市运行数据的综合采集，发

展民生服务智慧应用。通过将互联网上沉睡

的“大量数据”转化为“大数据”，形成用数据决

策和创新的城市管理新机制。

此外，还要充分尊重市民的知情权、参与

权和监督权。以株洲市为例，截至目前，株洲

已发展志愿服务队伍 900个，注册志愿者总人

数达到 53万人，大家踊跃参与文明出行、城乡

清洁、植树护绿、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社会管理

和志愿服务，普遍增强了对城市的自豪感、归

属感。城市管理工作改革下一步，将鼓励市民

广泛参与城市建设、管理，实现城市共治共管、

共建共享。“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只要我们严

格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

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的作用，就一

定能把我们的城市建设成为“骨骼强、血脉畅、

气质美、活力足”的诗意栖居。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楚思瑶 指
导：陈淦璋）

5月21日下午，隆回县桃洪镇九龙广场，老年业余艺术团正在自弹自唱，义务为群

众表演节目。为让老年居民“老有所乐”，桃洪镇积极组建合唱、腰鼓、舞蹈等老年文化

业余艺术团队，推荐老年艺术团队参加各类文化艺术比赛或表演，使其获得精神上的

满足，享受“娱乐养老”。 罗理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