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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当我从工作岗

位上卸任时，内心涌动的不是

怅然若失的惆怅，而是蓄势待

发的使命感。回望来时路，从

1970 年青葱少年踏入县交通局

测绘队，到城建局十八载，再到

乡镇基层，这些浸润着汗水与

理想的岁月，早已将“为人民服

务”的信念熔铸成生命底色。

初享退休生活之际，银行

账户里准时到账的首月退休

金，让我的眼眶蓦然湿润，只因

我能深切感受到这不仅是数字

的累积，更是党和国家给予奋

斗者最温暖的礼赞！我当即决

定将首月退休金作为特殊党费

上交。这样的决择并非偶然

——2008 年汶川地动山摇之

际，我亦将整月工资化作特殊

党费。

褪去职务的光环，我以专

业技术指导者的新身份继续奔

走在家乡的热土上。在环保局

的污水垃圾处理，实现垃圾无

害化为肥，使污水变汩汩清流；

在二中迁建工程里，我与年轻

工程师们探讨着如何让现代化

校舍更加安全。

早在 40 年前，我义务为家

乡测绘并设计 5 公里公路的图

纸；当老家筹建慈善基金会时，

我率先捐资，并被推选为监事

长。这些平凡的举动，并非名

利，而是四十多载党性淬炼的

自然延续。

我时常站在当年亲手建设

的路桥上远眺：潺潺细流的溪

水见证着这座小城的蝶变，也

倒映着一个共产党员永不褪色

的初心。 吴高亮
（庆元县黄田镇原人大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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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光影流转，退休

不是终点，而是生命长卷中另

一段诗意的起笔。从2012年在

大麦屿街道埋下美丽乡村的第

一粒种子，到 2023 年退休后以

顾问身份继续耕耘在龙湾村的

沃土上。若将退休后的日子谱

成曲，那定是一首以初心为调、

以热爱为词的田园牧歌。

花影间的诗行。清晨七点

二十的公交车，是连接我与龙

湾村的时光隧道。车窗外的海

风裹挟着咸涩的潮气，与背包

里多肉幼苗的清新气息交织。

退休后，我仍习惯以劳动者的

姿态迎接朝阳。当金晖漫檐

时，我已蹲在村民的房前屋后，

将多肉植于石头墙缝，让无尽

夏绽放在庭院墙角。暮色常把

我定格成石巷剪影，海风送来

断续的潮声。

镜头里的传承。2024 年 5
月，央视镜头对准龙湾村“会唱

歌的院子”时，我正握着锄头种

植无尽夏。在向明星们讲述东

海石屋的故事时，我即兴用当

地的温州话唱起古老的上梁

诗：“一对馒头抛过东，太阳上

山四海红⋯⋯”沙哑的乡音惊

飞了檐下的燕子，却让明星湿

润了眼眶：“哇！这调子里有乡

愁的味道，还有海的味道。”

党建共富工坊现场会的掌

声在石屋间回荡，当年轻人在

共富工坊按下快门，我听见十

二年前种下的那颗乡村振兴种

子，正在快门声里拔节生长。

你看，山海正把皱纹里的故事

谱成歌，而我的白发里，又长出

了春天的新芽。 徐仁法
(曾担任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办事处
高级经济师)

情结情结

我于 1998 年 10 月退休，至

今已近 27 年了。退休后的生

活之路怎样才能续写人生的新

价值？节目主持人杨澜曾对老

年人提出了一个建议：“老得优

雅”。对照此话，我进行了认真

的思考，如何走出适合自己的

退休生活轨迹？我的结论是：

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写自己喜

欢写的文，编自己喜欢编的书。

我很喜欢读古代历史的

书。譬如《中华典故》，读后我

以“鉴赏典故，敬畏历史”为核

心，连写了六篇感悟文章（帝王

将相、巾帼英才等）连载发表登

报。我也喜欢读诗词，大学时

的同学黄学规是当代著名诗

人，其作《雨燕斋吟稿》，先后为

其写了 4 篇评论文章和 30 余首

诗词的解读文章。

我曾针对各年龄段人群的

精神文明教育，为淳安县老、

少、青分别编写了三本书。分

别是《老有所读》、《少有所教》、

《青有所为》，这三本书被县内

媒体称为珍贵的人生教育“姐

妹篇”。另外，为推进本县的文

旅发展还编著了《千岛湖楹联

集》，还为了老年同志的健康需

要编写了《把健康掌握在自己

的手中》。

2019 年，淳安电视台对我

作了为期两天的实地采访，最

后做成了《赤子心·教育情》的

长篇人物专访视频片向淳安县

人民播放。2020 年度，我获得

了“杭州市最美老人”的荣誉称

号 。 青 春 诚 可 贵 ，老 年 价 更

高。人到退休年龄，是人生之

旅又一黄金时段。 许汉云
（淳安县教委原副主任，曾兼任县政
协常委、杭州市教委督学）

我的退休生活轨迹我的退休生活轨迹

退休，是为一段旅程
划上句点，也是为新旅程
落下首笔。

3 月初，中共浙江省
委老干部局联合浙江老
年报推出“致敬退休·岁
月如歌——我的精彩退
休生活”征文活动，目前
已收到近 500 篇征文，上
周已精 选 了 部 分 作 品。
新的故事将从这里开始，
这周我们继续聆听不一
样的岁月芳华。

如果您也想让更多
人能够倾听退休生活的
精彩故事，可以将作品发
送至浙江老年报。邮件
中要准确填写作品名称、
姓名、原单位职务、电话
等信息。

联系人：杨佳奇
联系电话：
0571-85310296
电子邮箱：
524268084@qq.com

谈笑在诗文，往来

有良朋。以文会友，不

在于水平高低，只要你

爱 写 作 ，就 加 入 我 们

吧。

扫描二维码，加管

理 员 为 好 友 后 ，发 送

“诗文”两字，视为您授

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

您投稿的所有作品。

原创作品一经录

用，将获相应积分，今

后本社通知时，可兑换

俱乐部福利，福利内容

由本社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