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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是人生的新起点。

作为一名从教多年的小学教

师，我以运动为笔、以公益为

墨，在十年的退休时光里描绘

出别样的精彩画卷。

在绿茵场上重焕青春。

门 球 、兜 球 、地 掷 球 、嗒 嗒 球

⋯⋯这些运动项目构成了我晚

年生活的活力源泉。犹记初入

门球场时，银发球友们矫健的

身姿与爽朗的笑声瞬间感染了

我。挥杆击球的专注、团队协

作的默契，让每一次训练都成

为身心的双重滋养。这些运动

不仅让我保持体魄强健，更收

获了“不是少年胜似少年”的蓬

勃心境。

用双脚丈量山河之美。我

与夫人携手走遍祖国大江南

北。从新疆的雪山湖泊到呼伦

贝尔的辽阔草原，从云贵高原

的梯田到港澳都市的霓虹，每

一次旅行归来，我用照片与视

频精心制作成图文并茂的“美

篇”，让瞬间的感动化作永恒的

回忆。

以专业践行社会责任。我

始终秉持教育者的初心：组织

会员普法讲座，用鲜活案例解

读《民法典》；牵头参与申报省

民政厅的“一老一小融合发展”

与“青年群体婚恋状况”的民生

课题，探索代际融合新路径。

这些工作让我深切体会到：退

休不是价值的终点，而是服务

社会的另一种开始。

在时代春风里续写乐章。

我的退休生活，是全民健身战

略的受益者，是“积极老龄化”

理念的践行者。未来，我将继

续以这样的方式，奏响属于我

们这代人的新篇章！

黄官伟
（绍兴市老年学学会新昌分会
秘书长）

不是少年不是少年，，胜似少年胜似少年

父亲一生有两把尺子，手

握一把竹尺，心存一把戒尺。

他用竹尺量裁衣裳谋生，用戒

尺律己育儿谋德。

一是量“孝”。父亲的孝道

远近闻名。在上世纪食物匮乏

年代，父亲经常给外公外婆买

肉馅包子当早餐，而喜欢肉食

的父亲自己只买咸菜包子。后

来外公中风偏瘫，父亲为外公

四处求医寻药，还每天背扶着

外公去松台山边呼吸新鲜空气

以助康复。为此，我们家还被

评选为市里“五好家庭”。

二是量“义”。父亲没上过

一天学，却也自学认得一些字，

能看懂报纸。父亲对我们兄弟

仨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做

人务求正义，做公务员务必清

廉；做事要有尺度，恩情必须铭

记。父亲具有朴素的爱国情

怀，渴望祖国的繁荣强盛。无

论是家乡水库建成还是铁路通

车，总是欣喜地到场见证。

三是量“善”。父亲待人极

其热情，人缘很好。社区小公

园里几十张靠椅是他买的，亭

子里的电视机是他置的；他最

常做的事，就是把家中好的水

果 、食 品 分 享 给 小 区 的 清 洁

工。退休后的父亲，虽然很少

承担家庭开支，但他不薄的退

休金却往往不够用，孙辈们戏

称父亲“月光族爷爷”。

父亲一生无大恙，带着他

的两把尺子走完了八十五年的

生命旅程，但父亲的尺子永远

警策着我们。 林江
（温州海关原关长）

尺子尺子尺子

一眨眼，我离开工作岗位

退休 8 年了。如何让退休生活

过得好？我总结三点经验。

首先要懂得知足常乐。善

于发现生活的点滴幸福，才能

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积极

面对新的人生阶段。我也注重

适度运动，注重饮食，确保健康

长寿。同时，坦然接受生命无

常，不害怕独处，也不害怕生老

病死。

其次是培养兴趣爱好。在

空闲时光里，可根据需要，选择

适合自己的爱好，如书法、绘

画、唱歌、摄影、旅游、打太极

拳、读书写作等等。我每天一

早会去菜市场逛逛，让日常充

满烟火气。坚持饭后散步，沿

着毗邻而居的苕溪河岸走一

走，看夕阳西下，行至晚霞里，

醉入暮云间，自得其乐。

我也会坚持写作。原单位

一同事得知我退休，曾热心推

荐我去市老年大学教写作。有

写作这条绳拴着，生活目标也

在文字的盘子里挪移叠位，从

中有了存在感和归属感。我希

望可以通过文字温暖自己的同

时，也可以给他人带去些许力

量。我坚信，坚持做自己心里

想做的事情，才能真正达到码

字时的放松，刊发时的喜悦，收

获时的欢愉。

大文豪萧伯纳说得好:“六

十岁以后才是真正的人生。”退

休，只是退出职场，并没有退出

生活。退休的日子里，你若有

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有

乐，岁月静好伴长寿。 林国强
（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原直属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主任记
者）

退休退休，，不退出生活不退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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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篇征文，上
周已精 选 了 部 分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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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