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活就业 别样“内卷”

浙江老人拒绝“躺平”

反方老人：
享受退休生活
换种方式“内卷”

“年纪大了，太拼对身体不

好”“退休就应该在家享受生活”

“辛辛苦苦了大半辈子，该让自

己喘口气”......随着采访人数增

多，不赞同的声音也渐渐出现。

不少受访者表示，如果不是因为

经济状况被迫“卷”，老年人更应

该卸下生活的重担，给自己一个

轻松乐活的晚年。

家住转塘街社区的65岁蔡更

新称自己为“反卷达人”。他表

示，时代发展节奏太快，退休就是

让人放慢脚步。如果连老人都开

始“ 卷 ”，年 轻 人 的 压 力 只 会 更

大。“老了就颐养天年，不去和年

轻人‘抢饭碗’。”蔡更新如是说。

79 岁的陈明娟则提出另一

个观点。她认为，老年人“卷”的

方式有很多种，“卷”特长、“卷”

学习、“卷”生活，就业只是选项

之一。

陈明娟告诉记者，退休后，自

己重新拾起了年轻时的兴趣爱

好，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义务

组织教学书法培训班、手工活动、

社区腰鼓队，日子过得比年轻人

都精彩。如今，腰鼓队渐渐打响

了名气，今年某公司开业仪式，陈

明娟和其他成员还受邀前去表

演，一键开启人生“新剧本”。

诚然，退休不是被动养老的

开始，老年人也无需脱离社会、

固步自封。退休，只是从一个角

色，变换到另一个角色，并不意

味着放弃对生活与梦想的追求。

“步入老年新阶段，不如换种方

式‘卷’，也别有一番趣味。”陈明

娟道出了不少老人的心声。

见习记者 赵培希
通讯员 张方海钰 宣华

眼下，“内卷”一词
已 不 再 是 年 轻 人 的 专
属。根据国内第三方机
构出具的《老龄群体退
休再就业调研报告》显
示：我国有 68%老年人
具有很强的退休后再就
业意愿。其中，浙江老
人 更 是“ 卷 ”出 了 新 高
度：从民营企业家、机械
制 造 师 到 培 训 机 构 老
师，银发身影活跃在各
个领域，有些老人甚至
薪资超越儿孙辈，被称
为“封神卷王”。

你 身 边 有 这 样 的
“卷王”吗？老年人与年
轻 人 如 何 看 待 这 一 现
象？他们之间存在哪些
分歧和共识？近日，记
者 走 进 杭 州 市 西 湖 区
部分社区，发放这份调
查问卷。结果发现，老
年朋友的态度呈明显两
极 分 化 ，分 为 正 反 两
方。正方认为“内卷”是
自我价值的再实现；反
方赞成“自我减负”，享
受生活。同时，记者注
意到，“灵活就业”成为
多 数 老 年 人 的 心 之 所
盼，他们表示，退休不躺
平的人生，才最有意义。

正方老人：
拒绝“躺平”养老
期待灵活就业

在西湖区转塘街道尚德社

区，82 岁的徐鹤鸣作为第一位受

访者，谈起身边的“卷王”，第一

时间“供”出自己。他原是浙江

工业大学的理科老师，因写得一

手行云流水的毛笔字，退休后又

回到学校，成为浙江工业大学朝

晖书法社的社长。

“不止我和老伴，周遭朋友

都是闲不下来的人。”与徐鹤鸣

一样拒绝“躺平式养老”的老年

人不在少数。

在 45 位受访老人中，有近 30
人表示，身边会“卷”的老年人比

比皆是，对此持赞成态度的有 21
人。他们指出，为身体健康、有

继续工作意向且有工作能力的

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是社会公

平的体现。老年人依靠劳动赚

取收入，不仅能实现自身价值，

也有助于打开社交，增进晚年人

际关系。

一 番 深 入 交 谈 后 ，记 者 发

现，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并非抗拒

“重返职场”，而是被家庭、身体

健康等种种原因，绊住了“卷”的

脚步。不少受访者感慨，老年人

更需要灵活就业。

“全日制工作时间长且固定，

小辈在家没人照看，只能放弃。”

同住尚德社区的王爱春向记者坦

言自己的“有心无力”。随后，她

讲起一位同事的经历：“他退休后

开了一个珠心算培训班，闲了就

上上课，带着一帮小朋友全国参

加比赛。”王爱春感叹，能自由支

配工作时间，又有空闲陪伴家人，

是再幸福不过的事。

年轻人：
尊重自主选择
安全保障是第一

老年人该不该“卷”，年轻一辈

怎么看？

在回收的 100 份调查问卷中，

76%的年轻人持赞成态度，24%表

示反对。其中，有 82 人表示，还是

要尊重老年人的自主选择。

“我外婆今年 72 岁，主动申请

成为了小区垃圾分类管理员。”23
岁的王思静透露内心想法，老人并

不是留恋过去所谓“赚钱的日子”，

只是想有个机会出门与邻居聊聊

天，打发闲暇时间，只要身体无恙，

对此家人也都支持。

多数年轻人的观点与王思静

不谋而合，他们表示，老有所为是

一种积极心态，应该提倡。但老年

人的健康安全保障始终是第一

位。如果身体条件许可，就好好去

“发挥余热”；倘若健康状况不容乐

观，也该量力而行，对自己和家人

负责。

当被问及老年人的“卷”，会不

会带给年轻人额外压力？超半成

受访者给出否定答案。

27 岁的小何谈起自己的外

公，老人是退休教授，年逾古稀了

还总往学校跑，带着学生搞研究发

表论文。“学生们都把外公当人生

导师。”小何直言，在专业领域摸爬

滚打几十年的老一辈，早已储备下

丰富的工作经验，若在退休后，还

能将这些知识及专业技能反哺给

更多年轻人，那可真是太赞了。

作为调查问卷设计人的记者，

出生于 1997 年，也填写了这份问

卷。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富

有余力的长者通过适当工作与年

轻人进行交流和合作，参与社会建

设，促进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相互

理解和尊重，增进社会的凝聚力，

从而推动构建更有包容力的老年

友好型社会，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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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鹤鸣徐鹤鸣 陈明娟

接受采访的老人们各执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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