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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退休十几秋，里里外外总应酬。学校
老师村主任，忙忙碌碌。”这首诗是欧阳宗耀对
自己退休生活的素描。

欧阳宗耀生于1939年，任教40年，多次获评
省、市、县“先进教育工作者”。退休20年来，先
后出任了隆回县荷田乡计生协会副会长、汉江
村村主任等职务，一直奔波在为民谋福利、为村
谋发展的路上。

引导产业壮大 重视民生事业

1999 年 10 月，欧阳宗耀从校长岗位退休，
他通过自学枣树种植技术，带领乡亲们开垦了
村里的上百亩荒山，漫山遍野的枣树林成了大
家的“摇钱树”。2001年，当时的村支书欧阳翠
云看中了欧阳宗耀的才干，每天上门做工作，通
过“八顾茅庐”，他勉强答应做了不领工资的“村

主任”。直到2011年换届选举，村民齐声高呼：
“选村长，选耀老，我们都信任他！”，盛情难却之
下欧阳宗耀才正式担任了村主任。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欧阳宗耀的带领
下，汉江村不仅各村组道路得到了硬化，水渠水坝
修建一新，烤烟、水果等种植产业更是欣欣向荣。

关系民生的事始终是欧阳宗耀心里的头等
大事。2011年底，为修建村级文体活动中心，他
劝导儿子欧阳志谦垫资了60万元，如今这里成
了村民拉家常、跳广场舞的大本营；2015年，他
与驻村扶贫工作组的同志一同争取到资金20万
元，重建了刺山拱桥，保障了附近两个小组村民
的安全出行。

致力教育发展 传播传统文化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只有教育事业发展
了，汉江和荷田才能实现脱贫致富。”虽然退休
了，欧阳宗耀却始终不舍教书育人的情怀。

为此，他在退休后出任了荷田乡中心学校老科
协秘书长、德育辅导员。每当放下村里的事务，欧
阳宗耀总要跑到学校为少年宫楹联书法兴趣班的
同学们授课，并指导荷田中学编写楹联刊物《芳草
园》。退休至今，他为荷田中学争取到资金20万元，
发动家人捐资1万余元，使学校各项设施得到完善；
同时他还劝回了十几个打算中途辍学的学生。

由于爱好广泛，楹联、书法、歌唱、跳舞，欧
阳耀宗无一不通，推广文化事业、丰富乡亲们的
精神生活是他的一大乐事。为营造浓厚的文化
氛围，2015 年他与同乡的其他退休教师创作并
书写了1000多副对联，贴遍全乡各机关单位和
家庭，帮助荷田乡成功创建了“湖南省楹联之
乡”、“邵阳市楹联第一乡”。

虽年近八旬，但欧阳宗耀身体还是硬朗。
他说，如今，我已经培养了两三名具有村官潜力
的年轻人，今年就准备“正式退休”了，但只要是
村里需要我，我就会跑到跑不动为止。

退休做村官 服务乐悠悠
2 月20 日，是老年大学新学期报

名的日子，在公布栏前，老年大学教师
黄良纯正在仔细看着新课表，确定自
己新的一期上课的时间。

74 岁的黄良纯老师至今有 53 年
教龄，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退休前，
黄良纯分别在邵阳县一中和邵阳县八
中教高中语文，多次获得“优秀教师”
等称号。一年前，机缘巧合下，黄良纯
听闻老年大学缺了一名教古典文学的
老师，他便前来应聘。一堂课讲下来，
老年大学的面试官对他十分满意，便
敲定下来，黄良纯每周来此上一节古
典文学课。

在老年大学中，唱歌、跳舞受欢迎
的程度高，往往会开近十个班，而古典
文学班只有一个班 30 余人。但黄良
纯对此很满意，因为班上的学生热爱
文学，班上的氛围特别包容、亲和，所
有的同学亲如兄弟姐妹。平时上课
时，需要打印资料，大家都会争着出打
印费。有时候有同学家里有困难需要
帮助，大家都欣然相助，这让黄良纯很
感动。

上课时，黄良纯会给学员讲唐诗、
宋词、历代文学。他表示，自己在做高
中老师的时候，更侧重于应试教育，会
围绕高考给学生们灌输知识点。现在
来了老年大学，知识点反而是次要的
了，现在上课会更注重趣味性，多讲一
些情节、艺术性的东西。

平时，班上的学生会根据自己读
过的古典文学名著，踊跃发言，分享读
书心得，还相互交流讨论好的文章与
段落。黄良纯也会将自己认为优秀的
作品拿出来和同学一起欣赏、点评。
当然，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自己的一
些学生毕业后，也和他一样走上了文
学创作的道路。收到他们寄来的作
品，黄良纯感到很满足。

梦想伴着夕阳飞
罗玉莹

我们家有姐弟三人。父亲常说，像这样
多子女的家庭，对待孩子要一视同仁，尽量
做到一碗水端平，以免身后落怨言。这些年
来，父亲一直践行此原则，处事公开透明，从
而化解了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我们三家关
系融洽，相互间有一股浓浓的帮衬心。

小时候，父亲对待姐姐似乎更好些。
有好吃的，先给她。姐姐早慧，于心不忍，
最后转给我们小哥俩。遇上开学，父亲叫
母亲给姐姐做一身新衣，添置新书包，把她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起初，我和弟弟十分
不解，颇有怨言。父亲给我们讲道理，女孩
子要富养，她代表着一个家的精神风貌。
况且你姐最大，用东西也仔细，书包等传给
你们，可以节省物件和家里的开支呀！慢
慢地，我们也接受了父亲独特的育子理论。

后来，我们都相继成家，家庭成员复杂
了。父亲对待我们“不偏不倚”，更加小心
翼翼，用他们不多的退休金，分轻重缓急，
伸出援手，帮在明处，从来不暗地里搞“荷
包政策”。

我参加工作第二年，恰逢单位试行房
改，要求职工买断产权。头天开会，要求第
三天把款交齐。按我居住近八十平米的住
房来算，得交六千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
巨款。而我刚入职，手头哪有积蓄？时间
紧，压力大，情急之中，我只好回家求助。
父亲马上召开紧急家庭会议，他们把五千
元老底子拿出来。弟弟的工作不稳定，爱
莫能助。虽然姐姐也不宽松，跟姐夫商量
后，借给我一千元。一时间，解决了我的燃
眉之急。

隔了一阵，父亲打电话给我，说小弟想
开个小店，店铺和经营的项目都物色好了，
但资金上还有些缺口，父亲又赞助了五千
元。依靠家人的帮助，小弟的小店开始走
上了正轨。看到小弟能足够维持一个家庭
的稳定，父亲颇感兴慰。

接下来大姐患重病，需要动手术。闻
讯，父亲率先筹措了五千元，交给姐夫的手
里。弟弟也适时伸出了援手。闻讯，我联
系好医院，找了老专家，帮忙交了住院费，
还不时去探望。再逢我们三家有什么大
事，如谁的子女考上了学校，父亲就惦着，
一律提供几千元的助学金。我们经济条件
已经大为好转，坚持不要，但父亲说，这是
做老人的一点心意。

去年国庆回家，全家人在一起团聚。
席间，拄着拐杖的父亲说要宣布一件大
事，也就是他们百年之后这栋老房子的归
属问题。父亲掏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里
面记载着他们的支出和“进项”，很详细，
连各家孝敬的物品和金额都写得清清楚
楚。父亲最后说：“这栋老房子我准备留
给老三，生病住院日常护理等全靠他们两
口子招呼。当然，老三要按时价百分之三
十用现金补偿给你哥你姐。这些我已经
写进遗嘱里。如果你们没意见，这事就算
通过了。”

听完这话，我觉得眼角湿润，心生愧
疚。大姐也动了情，红着眼，频频点头。

那一刻，我觉得年迈的父亲太开通
了，水总是往下流，考虑问题既长远又周
全。父亲的一生，他对待子女这碗水端得
实属不易，他的为父之道给了我的人生许
多启迪。

父亲端平一碗水
刘 卫

家住大祥区铜铃社区的朱大爷是
汽制退休工程师，在职时取得过不少
荣誉，是市级劳动模范。现在退休了，
他成了小区有名的闲不住，热心肠。
虽然今年65岁了，可干起活来一点也
不含糊，平时小区谁家坏个水龙头，电
灯泡啥的，随叫随到。这么热心图个
啥？带着好奇，我决定去采访一下朱
大爷。

一天上午，我来到朱大爷住所，一
连按了好几下门铃都未见动静。通过
邻居一打听，才得知朱大爷到附近的
一个修理所去了。按照邻居提供的线
索，我赶紧追了过去。

一进“某修理厂”大门，我就看到
一个中等身材，头发有点花白，穿着一
套洗得有点泛黄工作服的老者，正在
指挥几个年轻人吊装汽车发动机，这
正是朱大爷本人。

“没想到吧，会在这里找到我，是
不是没想到我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子，
还穿着一身脏兮兮的工作服钻车间。”
看到我一脸茫然，朱大爷先开口说话
了。开始我以为朱大爷是因为家里条
件困难想出来赚点“外块”，但通过交
谈，我发现朱大爷的家境并不差，自己
有退休工资，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在
外地工作，没什么负担。他出来忙活，
完全出于一种乐趣。在职时，一天不
摸扳手、钳子，不去厂里车间转转就觉
得浑身不自在，总觉缺少什么。多年
的习惯让他与汽车机械维修结下了不
解之缘。退休后，他觉得与其呆在家
里，还不如出来找个活干，又能锻炼身
体。

“现在整天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就
不觉得累吗？”要走时我忍不住问道。
朱大爷微微一笑说，“不累，我出来又
不是图钱，找点事干充实，难道你不觉
得快乐吗？”我反被他给问倒了。回来
的路上，我仔细品味着朱大爷的话，也
明白了快迈入古稀之年朱大爷耳聪目
明，精神矍铄的原因，因为工作使他快
乐着……

闲不住的朱大爷
杨 波

摄影爱好对中老年人的好处很多，它对于你
的健康至关重要。特别是刚退休的人，未来十年
是旅游摄影最佳的年龄。

摄影解除了老年的寂寞，由于喜欢摄影，你
能认识很多喜欢摄影的朋友，多了谈论的话题，
多了一起出游的乐趣。在平时的社交中，年轻人
也愿意和你一起同行，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免费帮
他拍照的摄影师。一起出去，会摄影是非常受欢
迎的人，每个人都想记录美好的时光，作为记录
美好时光的摄影师，在旅游中，不但你自己感到
自豪，而且大家会和你成为朋友。

摄影是培养兴趣的方法，喜欢摄影就喜欢看
新的美景新的事物，那么你跑来跑去就会有目
标，拍照一路走一路拍，其实是中老年人最轻松

的全身运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培养了兴趣，摄影
兴趣又让你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喜欢动喜欢
旅游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通过摄影可以表达自己。摄影和画画一样
都是一种艺术创作。把自己的感触和想法通过
视觉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像古代文人墨客一样，
走到哪里就创作到哪里，摄影通过一组图片去表
达自己想讲的故事，让更多的人通过你的摄影作
品去认识世界。

你不必把摄影变成自己的职业，随着摄影的
普及和相机的自动化，你只要培养摄影兴趣，你
就能拍出好照片。能赚大钱当然好，能赚小钱增
加乐趣也是好事。摄影给你的业余生活带来的
正能量是远远大于花掉的小钱的。

摄影对老年人的好处
山 方

一个人退休以后，便成了时间的“富翁”。虽
然人生迈入了秋天，然而这是又一个有所收获的
季节。在这几十年里，学其所爱，展其所长，可以
活得多姿多彩，绚丽烂漫。

老刘是我的同事。他从小酷爱书法。退休后，
他进了老年大学，师从书法名家，经过十多年的刻
苦磨砺，居然从难计其数的老年书法爱好者中脱颖
而出，一举成为全国书法艺术家协会会员。一个十
几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机关退休干部，如今竟然与著
名书画家排列在一起，真令人刮目相看。

老蒋是我中学同学，他5岁时，父亲就教会
他打乒乓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小学、中学、
大学直到工作岗位，一路过关斩将，拿过不同层
次的乒乓球冠军。退休以后，四面八方邀请他去
参加各类乒乓球比赛，忙得不亦乐乎。从市内打
到外省。退休16年，他打了16年乒乓球，拿了国
内几十个老年乒乓球冠军。他获得的奖杯和奖
状，家里几个柜子都摆不下。

老张也是我的同事。他爱好旅游，几年来，携
带爱人、连襟和小姨子先后游览了世界上五大洲近
10个国家。他们在英国乘热气球上天，在挪威滑雪
飞翔，在澳大利亚游泳、搏风击浪……一路观光，一
路拍照摄像。回家后制成碟片，配上美妙动听的音
乐，让亲朋好友一睹为快。他还将各国绚丽多彩的
见闻和自己的切身感受，写成散文，印成书籍，分送
亲朋好友，让大家共享这精神大餐。

老周是我的邻居，他爱好莳弄花草。退休后，
他三天两头跑花鸟市场，买回多种苗木和泥土，安
装成盆景，浇水、修剪、除草、松土，整天忙个不停。
踏进他家后院，映入眼帘的是琳琅满目的盆景世
界。林林总总，有四十多盆。他告诉我，盆景不仅
美化了家庭环境，还可以净化空气。当你读书或者
做家务感到身心疲惫时，来这里看看这些形态各
异、生机盎然的盆景，就会感到神清气爽，一身轻松。

退休养老，不是无所事事，只要有梦想、有追
求，勇于实践，定能收获一个金色的晚年。

退休养老 夕阳美好
吴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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