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天是上海老年大学在
读生升级报名的日子。不少学员
学完一年级想升二年级，学完二
年级的想升三年级，但学习意愿
强烈的普遍是女学员。时值学期
末，各校各班纷纷开展教学成果
汇报活动，登台展示才艺的绝大
多数也是女学员，少有男学员。
那么，退休的老年男士都去哪儿
了呢？

“这不是今年独有的情况。
从上海开始推广老年教育后，各
校生源的基本格局就是女多男
少。”上海市老年教育工作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张社说，这些年
来，随着 1960 年以后出生的人
群逐渐进入退休行列，他们的受
教育程度、文化水平要高于之前
的“50后”“40后”们，因此，他们
对进入老年大学接受终身教育
的要求也会更高些，吹拉弹唱、
棋琴书画已经不再是“60后”男
士的学习追求，更多的老年男士
希望获得诸如哲学、时政、历史、
人文、人工智能以及动手能力强
的学习内容，而这些课程又恰恰
是当前老年学校普遍存在的教
学薄弱点。

“男学员少，可能还有一个
原因，就是家里的老伴儿不太放
心。”上海市某社区学校负责招
生的徐老师笑称，现在，学员中

夫妻结伴报名上学的逐年增多，
有不少夫妻还指定要求报同一
个班级。徐老师说：“我们学校旁

边百米远的地方就有个小公园，
你可以去看看，每天上午 8 点
半，跳扇子舞的阿姨散场后，基
本上就是老年男士们的世界了。
他们或聚在一起下棋、打牌，或
三五成群聊聊国际、国内新闻，
还有的老年男士坐在花坛边的
水泥墩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打
瞌睡。我们曾经去公园里发过招
生宣传单，但效果并不理想。有

几位老年男士还冲着我们嚷嚷，
说被人管了一辈子了，为啥还要
坐到教室里继续被人管。其实，

他们根本不了解终身学习的好
处。”

在上海市闵行区老年大学
的学籍册里，男女学员的比例大
约为“二八开”。印象里，喜欢围
棋和桥牌的似乎是男士多于女
士吧，但这个老年大学的围棋班
里女学员有 22 人，男学员仅 8
人，桥牌班的女学员则正好比男
学员多了一倍。有一个太极拳

班，女学员有 20人，男学员只有
区区两位。在闵行区景谷老年大
学的名册里，女学员共 567人，

男学员有 101人。其中，油画初
级班是女学员“包场”，合唱班有
30名女学员和6名男学员，连声
部都配不齐。

“老年朋友退休以后，会不
会觉得越来越听不懂年轻人在
说什么了？会不会觉得不了解最
新国际、国内形势了？会不会觉
得跟不上时尚潮流了？那就请到
老年大学来，开启一段全新的晚

年生活吧。”上海市松江区社区
学院教务部主任胡莹说，与其在
外闲逛，不如趁身体尚且健康，
精力尚且充沛，也没有什么家庭
拖累的情况下，到老年大学、老
年学校里报个班，给自己换一种
生活和休闲的方式。多进学校
门，或许还能少进医院门呢。在
学校里，老人们可以认识更多志
趣相投的同龄人，可以与老师碰
撞思想，可以了解前沿的知识，
从而拓宽视野，还可以提升自己
的气质，让自己更加容光焕发、
身心健康。

令人欣喜的是，老年男士的
学习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倒逼
老年教育机构课程设置的与时
俱进。张社说，这些年来，市、区、
街镇三级老年大学、老年学校都
在努力拓展课程类型，力争面向
更广泛的老年群体，特别是吸引
老年男士走进终身学习的课堂。
比如，宝山区第三老年大学开设
的航模班特别受男士的欢迎。又
比如，景谷老年大学建立了市民
航空航天体验基地，开设的无人
机班就是以男学员为主。星光摄
影老年大学里也是男学员唱主
角。还有些老年大学、老年学校
开设了游记写作、传记写作、AI
应用等课程，男学员就明显比女
学员多。 据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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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大学里为何“阴盛阳衰”
男女学员比例大约“二八开”

年轻时，我曾无数次地羡
慕那些能够挥洒自如、笔走龙
蛇的书法家。我常常幻想着自
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用毛笔书
写出漂亮的文字。

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已
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我深知自
己内心的渴望与追求，在女儿
的鼓励下，我报名参加了老年
大学的书法班。

走进课堂的那一刻，我仿
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年轻时
代。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的老
师，还有志同道合、年龄相仿
的学友们，都无比亲切。在这
一刻，年龄与身份都已不再是
束缚，只有对生活的热爱和对
美的追求。

每一次上课，我都像刚入

学的小学生一样，全神贯注地
听着老师的讲解，还把手机调
成静音，生怕影响听课。多年
没有摸过毛笔的手，显得生
疏而笨拙，甚至不由自主地
微微发抖。笔尖在宣纸上滑
过，留下的字迹仿佛儿童的
涂鸦。老师并没有因此而失
望，反而以极大的耐心和热情
指导我，从最基本的横竖撇捺
开始讲解，并录制视频，让我
从头练习……

每次下课回到家中，我总
会迫不及待地拿起毛笔，沉浸
在墨香的世界里，即使家中琐
事繁多，我也会挤出空闲时
间，抓紧练习。

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我
逐渐找回了对毛笔的熟悉感。

有一次，我在完成老师留的作
业，写“天”这个字时，总是无
法写出那种挺拔而有力的感
觉。我反复琢磨，不断尝试，终
于找到了韵律与美感，得到了
老师的称赞。那一刻，我的心
中充满了喜悦和成就感！

我享受着写字带来的宁
静与满足，为了更好地记录这
份美好，我开始将自己的作品
发到朋友圈，得到了许多好友
的点赞与好评。他们的鼓励和
支持，让我觉得一切努力都是
值得的。

墨香里的退休时光，让我
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与充实。
这份热爱，不仅让我重拾了年
轻时的激情与梦想，还让我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墨香里的退休时光
谢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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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的冬季
孙连芳

奶奶的善与爱
李俊杰

时光荏苒，一晃又到冬
天。一年四季，老年人最怕过冬
天，因为大多数人都有不同程
度的慢性病，冷天、风天、雪天
都不敢出门。这冬天啊，实在是
让老年人们感到憋闷、寂寞、空
虚、无所事事，随之而来的就是
无边无际的回忆，甚至是胡思
乱想，长期这样，会影响身心健
康。老年人要想快乐、平安过
冬，就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分
散注意力，充实自己，有个乐观
向上的好心情。

我这年近九旬的老太太，
也不想虚度这大好时光，于是
想到年轻时学会的腌咸菜的
手艺。不妨腌制一些小咸菜，
既经济实惠、卫生，还能给孩

子们换换口味，何乐而不为
呢？说干就干。从霜降节气开
始，我就用小茄包子做压茄
泥，用小黄瓜做酸甜辣黄瓜，
用芥菜疙瘩做炝芥根，用白菜
做朝鲜酸辣菜……至今，我已
腌了10来种咸菜。

操作过程也是一种享受，尤
其是做炝芥根时。芥菜疙瘩片和
菜叶焯水后，趁热把萝卜丝掺在
一起搅拌，那股清香、呛鼻的芥
菜味儿立即直窜脑门，让人连连
打喷嚏，却有一种爽快的感觉！
我边拌边笑着说：“哈哈，好呛
啊，这次准成功了！”

其实，大部分制作工作都
是我发动“群众”做的，我只是
做一些“技术指导”。以前，这

些我可都是亲力亲为的，但现
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不过
这样也加大了家庭亲和力。

我把小咸菜装满了瓶瓶
罐罐，贴上整整齐齐的大红

“商标”，哈哈，乍看上去还真
像正规厂家的产品呢。孩子们
都说爽口、好吃，邻居和朋友
们也竖起大拇指，夸我是老当
益壮的热心肠老人。得到大家
的表扬和认可，我心里乐开了
花，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地过
着冬季的每一天。

这正是：
四季轮换顺天行，
酷暑寒冬笑相迎。
心神欣赏乐观派，
充实欢度夕阳红。

在岁月长河的幽僻角落，奶奶
宛如一束静谧的光，以她的善良与
慈爱，默默点亮了周遭的世界。

每逢佳节，本是阖家团圆、尽享
天伦之乐的时光，奶奶却从未忘记
那些身处困境的贫困老人。她总会
自掏腰包，精心挑选衣物，与志愿者
们一同踏上蜿蜒的乡间小路。走进
那一座座破旧的小院。奶奶的眼神
里没有丝毫嫌弃，只有无尽的关切
与悲悯。她亲手为老人们穿上新衣，
脸上洋溢着和蔼的笑容，如同对待
自己的亲人一般，嘘寒问暖，给予他
们物质的温暖与精神的慰藉。

在奶奶居住的小区里，她也时
刻留意着周围的一切。大门内外，
车辆常常乱停乱放，不仅堵塞了通
道，还给居民们的出行带来了诸多

不便。奶奶虽已退休，却主动承担
起管理车辆秩序的责任。她总是眉
头微皱，带着一丝严肃，耐心地劝
导车主们规范停车，言辞温和，却
又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在她的努
力下，小区的停车秩序逐渐好转，
道路变得畅通无阻。奶奶以她的责
任心与正义感，为小区居民营造了
一个和谐有序的居住环境，赢得了
大家的尊重与赞誉。

在奶奶身上，我看到了人性中
的善良、慈爱、无私与奉献。这些品
质，如同璀璨的瑰宝，在岁月的长
河中熠熠生辉，感染着身边的每一
个人，让我们懂得在这纷繁复杂的
世界里，唯有爱与善良才是永恒的
主题，这个主题值得我们用一生去
追寻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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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运河区朝阳花园小区居民王山城从
小喜欢书法，尤其喜欢毛体书法。今年，他已八
十高龄，偶尔还创作书法作品。 张金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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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护理经验，如家的温暖；花普通百姓钱，住星级老年公寓。招收自理、半自理、不自理老人

全国爱心护理工程建设基地
全国敬老文明号沧州市万盛老年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