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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老年大学，有这样一个团
结友爱的团体。他们多次代表老
年大学，参加重大文艺汇演，并荣
获过市区合唱比赛第一名，他们就
是市老年大学合唱班的学员们。

今年 67 岁的关德泉，2003 年
从纺织厂退休后，就来到了老年大
学合唱班。“通过这里专业老师的
调教，我从原来一唱歌扯着嗓子
喊，脖子上青筋暴起，到现在学会
气息发声。”关德泉说，来老年大学
前，他的业余爱好是打麻将，经常
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还常常熬
夜，导致整个人都很憔悴。“通过唱
歌，我不仅增强了肺活量，还排出
了体内一些废气，感觉大脑都清醒
了。”关德泉坦言，合唱班里不仅老
师教得很专业，班里的同学们也很
上进，所以才能成为老年大学一张
名片，展现了我们邵阳老年人健康

向上的精神面貌。
同样作为合唱班成员，杜克平

虽然来到合唱班学习才半年多，但
说起合唱给自己退休生活带来的
好处滔滔不绝。杜克平告诉记者，
他是两年前退休的，退休后常常失
眠，但通过这半年多来坚持唱合
唱，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好多了，
睡眠也意外的好了起来。“我退休
后不打牌，合唱成了我每天必不可
少的活动内容。”杜克平感言，人生
前六十年是为工作，为子女忙碌。
现在退休了，要尽情享受健康的兴
趣爱好带来的快乐。“过小年我们
合唱班要去长沙演出，将来还要参
加全国第十九届合唱比赛。”杜克
平坦言，作为老年人就应该用这种
精神饱满的状态为这个社会提供
正能量，通过参加比赛把我们老年
人的精神状态展现出来。（童中涵）

合唱相伴夕阳红

合唱班学员们正在练习合唱。 童中涵 摄

在隆回县麻塘山油溪坪小学，有这样一位
人人称赞的退休老师。他叫伍玉贵，虽年逾古
稀，却用自己微薄的退休工资，为家乡修起来一
条4公里的公路。他不计个人得失，致力于改造
家乡落后面貌的美名传遍麻塘山。他善于治
家，静享天伦之乐的退休生活，让人艳羡。

伍老师的家位于麻塘山乡一个偏僻的小
山沟，直到2010年他家相临两个组还没通上土
坯公路。眼见山里孩子们上学爬渉之艰苦，村

民肩挑背扛劳作之不易。伍老师狠下决心，四
处奔走，筹措资金，化解各方矛盾，终于在2010
年秋天修起了4公里初级土砂公路，打通了山
里人梦寐以求通往外界的通道。

如今，山沟沟里的公路修通了，乡亲们笑
了！伍老师也带领儿子们将旧瓦屋改建成了
小洋楼。他学会了美化居室环境的方法，在庭
前开池筑坛，种花养鱼，在屋后栽树育果。休
暇时节，伍老师就在自家庭院里剪枝观花，或

与老伴相濡以沫静待繁华，或与儿孙们谈笑风
生怡然自乐。在全县“创卫争先”活动中，乡内
许多村民都纷纷慕名而来，现场参观后，大家
无不频频点赞。

伍玉贵老师亲力亲为，以身作则的治家之道，
让儿孙们耳濡目染。无论大小家务事，大家都会
民主谦逊。兄弟妯娌，和睦礼让。尊长爱幼，子肖
孙贤。如今每逢佳节，伍老师与儿孙们笑语一堂，
静享天伦之乐。 （童中涵 罗晓群）

伍老师退休后的优雅生活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12月13日，
记者来到市老年大学电子琴班，学员们正在练习
演奏《小城故事》。婉转动人的旋律传遍整个课
堂，老人们如痴如醉沉浸在音乐的时间里。

“刚才大家用 C 大调弹的《小城故事》很
好，右手单独演奏时很整齐，下面我们加强练
习一下左手，再双手配合演奏。”电子琴班夏艳
老师正在点评刚才的练习效果，记者静静地听
了一堂电子琴课，发现老年学员们学起电子琴
来专心致志，夏老师也像教孩子一样耐心，从
最基础的操作教起，整个课堂气氛十分融洽。

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夏老师与记者谈起了
老年人学电子琴的好处。“电子琴强调双手协
调，这对老年人开动左右大脑很有好处。同时
通过眼睛看乐谱，口中哼唱歌曲，对老年人全
身心都是一种锻炼。”夏老师感言，老年朋友们

都十分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不仅每堂课都按
时到，还自己去书店找资料，上网找教学视频。

虽然是个70后，但夏老师来老年大学教
书也有十来年了。回顾在与学员们度过的时
光，夏老师坦言她在学员们那里享受到了父
母般的关爱。“在课上我是他们的老师，在课
下他们是我的老师。”夏老师说，通过与学员
们打交道，她学会了一些生活小窍门，分享到
了如何处理好家庭关系的经验。

今年65岁的戴贞梅就是夏老师班里的开心
果，她逢人便笑，谈起电子琴来更是笑容满面。
她告诉记者，十多年前从化工厂退休后，她就来
到了老年大学，学起了电子琴。“夏老师特别耐
心，像教小朋友一样，教我们这些没有乐理知识
的老年人。”戴贞梅说，如今她没事就在家中弹电
子琴，心情特别好，全身心都愉悦了。（童中涵）

老年大学的70后电子琴教师

学员戴贞梅正在专心致志练习电子琴。
童中涵 摄

好几个月过去了，患脑梗的父亲身体稍
微有了点起色，不用扶墙也能一瘸一瘸地朝
前走，吃饭的时候勉强能够拿住筷子了，他
的眉角稍微有了些许笑意。

周六去看望父母，母亲正在厨房忙活。
洗衣机刚停止工作，我换下鞋子，急急忙忙
将衣服挂在了阳台上。晾好衣服一转身，却
看见父亲满脸怒火地瞪着我。

“谁让你晾的？”父亲的愤怒毫无道理。
我茫然地看着他，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父
亲冷哼一声，缓缓地坐在了沙发上，一整天
都没有理我。

当晚，母亲看到洗衣机里的衣服又满了，
她诧异地问父亲：“天气已经转凉了，你不是
昨天才换的衣服吗，怎么今天又全部换了？”

父亲很不讲理地回答：“谁规定天气转
凉了就不能天天换衣服了？”

看到母亲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拉了下
她。父亲先睡了，我一把拉住母亲的胳膊劝
解：“你别和爸怄气，他是在和我斗气呢！今天
早上我把衣服晾完以后，他一整天都没理我。”

母亲长叹一口气，半晌，她提醒了一句：
“明天你别晾衣服就是了！”睡前，母亲换掉
了全身的衣服。

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看到父亲艰难
地提着一桶洗好的衣服，挪向阳台，我正要
去帮忙，却被母亲一把拦下，她悄声说：“忙
你自己的去，不要多事！”

父亲用左手吃力地将晾衣架摇了下来，
取出一件T恤，慢慢地展开，微弱地抖了两
下，挂在了衣架上，然后用左手细细地将衣
服上的褶印抹平。似乎他晾的根本不是衣
服，而是什么珍宝。

就这样，花了大概二十多分钟，父亲才
把一桶衣服晾完。看到他长吁一口气，又艰
难地用左手将晾衣架缓缓摇上去的样子，我
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父亲出去锻炼身体了，母亲才敢和我畅
所欲言：“这周一，你爸说他能做事情了，结
果洗碗的时候把碗摔破了，拖地的时候自己
差点摔倒。后来把所有的家务试了个遍，只
有晾衣服的时候他不会做错事……”母亲说
完，我沉默良久。

原来父亲只是想做点家务，或许他的家
务活再也没有病前做得干净利落了，但他依
旧想从生活中找到一丝乐趣，哪怕只能晾几
件衣服！晚上，我像母亲一样把身上的衣服
全部换掉，将洗衣机塞得满满当当。

父亲唯一能做的家务
邓春华

婆婆以前是个标准的宅女，却很小资，
她会电脑，还会玩“偷菜”、“抢车位”的游戏，
可自从公公买了一辆二手车，婆婆就“出宅”
了，而且很不安分，坐副驾驶座上的她扬言
要考驾照。

婆婆“奔六”的年龄了，这颗红心却得到
了公公的大力支持，公公说：“老婆子，你学
会开车也好，到时咱俩外出旅游你就可替
替我的手啦。”听听，二老还有自驾车外游
计划呢。接下来，婆婆每天一早手持公公
给她的交通知识读本开始背诵，那架势，绝
不亚于当年我们考前死记硬背《历史》、《地
理》课本。

与婆婆一同去驾校报名的还有一位阿
姨，原来，他们夫妇与公婆有个约定，趁着身
子硬朗，要一同去他们下乡的点看看。于
是，两位拧成一股绳准备“考驾”战斗。

先是体检关，二位都没有色盲和弱视，
顺利过关；然后考交规，也争气，都考了80
多分；到了桩考，学倒桩，真难为了婆婆，手
脚总是步调不一，一松离合器，就忘了挂挡，
挂了挡，就不记得松手刹了。好在婆婆不气
馁，坚持苦练半月后，终于通过了桩考。

接下来是路考，据说训练得胸有成竹的
婆婆，一驾上那辆没有方向盘助力器的破
车，心里就没底了，结果开得轮胎散架，滚下
了单边桥……看得公公心惊肉跳，当然，坐
副驾驶座上的是久经沙场的考官，最后力挽
狂澜。经过长达半年的奋战，婆婆与阿姨大
器晚成，一一通过了单边、双边、井盖儿、坡
儿起等路面的考试，成了“本本一族”。

上周四位老人结伴自驾游去了下乡点，
婆婆电话反馈，说一路车开得很顺当，多亏
考官严格把关。

小资婆婆考驾照
王晓玲

母亲身体越来越差了，让她一个人在老家
生活我不放心，便接她和我们长住。

但是，我发现母亲经常一个人发呆，有时候
跟她说话还走神。老公背地里跟我嘀咕，说这
是不是老年痴呆症的预兆？母亲一生辛劳，吃
尽了苦头，还没有享什么福，我有些惶恐。

那天，母亲去跳广场舞，我远远地跟着她。到
了地点，她不着急加入队伍，而是找了一处长椅坐
了下来，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她报告着她在这里
每天的情况，又询问人家的情况，两个人聊得热火
朝天，末了，母亲说：“哎，真的想家，想念你们！”

我回转身过去擦眼泪，终于明白了母亲的思乡情。
女儿放暑假了，我决定全家一起回老家看

看。母亲听后兴奋极了，马上收拾行李，又跑到
街上买了大包小包，我看到里面有发夹、糖果、茶
叶，她笑嘻嘻地说都是给她的那些朋友带的。

回到老家，母亲极受欢迎。周围的人都跑
来看她，她一一给她们送上小礼物，母亲开心得
像个孩子一样。

以前总是说：“父母在，子女不远游。”而今变成
“子女在，父母不远游。”很多父母变成孩子在哪里，
他们的家便在哪里。有老人北漂，有老人南移，他
们从空巢一族变成“老年漂”，远离熟悉的故土和
老友，背井离乡。我们除了满足老人的物质需要，
更要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善解他们的思乡之情，
常带他们回去看看，这是对老人最好的爱吧。

善解父母的思乡情
刘德凤

年过花甲，照古人计算，已属步入花
甲的老人。可是今天不同，照联合国新发
布的统计，“六十后”尚属“后中年”。那是
拜科技日新月异所赐，七十岁不再是“古
来稀”。身边八十多的朋友仍然很有活
力，全世界到处飞，最厉害的是九十六岁
的医生朋友，还照常看门诊。

远在北京的旧同学某日来电话闲聊，
她说：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是最美好的时光
吗？她接着说，退了休，不再有任何压力，儿
女皆长大成人，不必操心。而且，很多旧同学
都在当“孙经理”，我们也无此负担。一天到
晚想的都是去哪里旅行，或者怎样强身健
体，保持漂亮。这还不是最美的时光吗？

另外一位旧同学不同意。说，再怎
样好，也是青春不再。我宁愿要回到青
春岁月！我觉得前者比后者聪明。明明
知道青春的小鸟一去不复返，与其整天
伤春悲秋，倒不如面对现实。从现实中
去挖掘美好的一面，努力活好今朝。

没错，十八二十当然是青春无敌的
时刻。那时候，命运在我手中，可以尽情
去拼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可是那时
候就没有烦恼，就无忧无虑吗？我们都
经过年轻的岁月，我们回想起来，自然也
是有苦有乐。那个时候选择多，相对来
说也压力大。现在不同，只求健康，简单
得多，那也就不必考虑太多了。年过花
甲，人生的成绩单基本已经出来。是好是
坏，幸与不幸，都写在上面了。最好的办法
就是面对它，然后好好地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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