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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观察

活力无限的义乌，总有些身影让时
光变得温柔。当多数人以为花甲之年该
安享清闲，这里的老人却用滚烫的热爱，
把岁月写成了照亮他人的诗。

吴功俊的抽屉里藏着“勋章”——受
助孩子的笑脸与军营的红糖甜香，半生
贫寒未冷却他的善意，从“春蕾计划”到

“拥军糖蔗田”，他用近二十年的坚持证
明：善良是细水长流的星光。正刚的三轮
摩托车轮丈量着九千里山河，七次进藏
的风雪里，陌生人递来的钢丝绳与高原
上的互助，让“60+”的人生成了勇者的
征途。张满法的书桌前，毛笔与手机并肩
而立，170多万粉丝的屏幕两端，是他用

传统智慧与新媒体织就的民生纽带，那
句“心若不老，岁月无问西东”，道尽银发
一族的时代担当。

义乌的“银发乐开花”，不只是个体
的闪耀。那一个个社区食堂的烟火、智慧
养老的科技、政策春风的吹拂，让每个老
人都能在城市的温度里舒展生命。当老

吴的善意、正刚的勇气、张满法的智慧与城
市的关怀相遇，便汇成了这样的答案：年龄
从不是枷锁，心怀热爱的人，终将在岁月里
融汇成永不枯竭的暖流。这暖流里，有义乌
的烟火，更有生命最本真的模样——以心
为烛，既照亮他人，也让自己活成了岁月里
的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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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映初心，岁月酿暖流
——他们把晚年过成了发光的日子

寒夜里的星火，照见余生的方向

暮色漫过稠江街道欧景名城的窗棂
时，年过花甲的吴功俊常坐在阳台翻看着
一叠泛黄老照片——泛黄的纸页间，有他
童年攥着半个窝头的清瘦身影，有军营里
战士送来的“情系官兵见真情，心系国防显
担当”的匾额，还有受助孩子来信里歪歪扭
扭的“谢谢吴爷爷”的字迹。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这位被身边人称
之为“义乌老吴”的人，始终用行动续写着
一个朴素的信念：坚持，尽力而为，暖心的
事儿要坚持尽心一直做下去。

出身贫寒的吴功俊，记忆里最深的
颜色是灰蒙的。少年时家徒四壁，成年后
经商失利背负债务，连孩子的学杂费都
一时拿不出来。尽管日子艰难，他总是抽
机会到村子附近的海航某部“夫妻哨所”
看望，并送上一些生活日用品。军人的执
着、奉献和坚守给了吴功俊极大的鼓舞。
这，就像冬夜里的星火，在他心底燃起不
灭的光。

2006年，当他创办的赛宝塑胶制品厂
终于步入正轨，义亭镇妇联的“春蕾计划”
像一声召唤。他揣着现金冲进办公室，几乎
是抢着说：“我来帮这些孩子！”当看到贫困
学生接过学费时湿润的眼眶，他忽然读懂
了人与人之间善意的重量。此后近二十年，
他年均资助20名孩子，累计金额超5万元，
一张张受助孩子的笑脸，成了他办公桌抽
屉里最珍贵的“勋章”。

糖蔗田的甜香，飘向高山上的军营

义乌西部海拔 800 米的雷达站，每年
春节都会飘起红糖的甜香。自2015 年起，
吴功俊带着亲友和职工承包了两亩“拥军
糖蔗田”，每年秋日砍蔗时，他总是在糖厂
督促榨糖师傅熬制最好的红糖。当青色的
糖块装进拥军礼盒，送往军营的战士手中，
他笑了：这是义乌的味道，你们守着大山，
我们守着你们的乡愁。

有年大雪封山，他带着职工将红糖
送到半山腰，和战士们一道扛着红糖上
山。看着战士们捧着热红糖姜茶的笑脸，

他忽然想起年轻时“夫妻哨所”里的那
对现役夫妻——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善
意真的很美，他会让人心生温暖，激发

力量，化作糖蔗田的根系，深深扎进老
吴的心田里。

岁月如河，暖流不息

退休后的吴功俊更忙了：捐资助学、关
爱军营；在金华市妇联和金华晚报联办的
6138热线倾听妇女儿童的心声；作为金华
市行政执法监督员，他走街串巷了解社情
民意……有人劝他歇歇，他却指着办公桌
上的日记本说：“你看，这上面记着每个孩
子的学龄，还有‘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我
得提前准备。”

如今的“义乌老吴”，鬓角已染霜雪，但
每次走进校园或军营，眼神依旧亮得像个
少年。他常说自己是被善意托举着走过来
的人，所以要把这份托举变成接力赛——
从春蕾计划到向阳花行动，从糖蔗田到监
督岗，他用大半辈子证明：善良从不是瞬
间的光芒，而是岁月里细水长流的坚持，
这或许就是生命最好的模样：以心为烛，
照亮他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人生成了一
首温暖的长诗。

热心肠的“义乌老吴”：“暖心的事儿一直尽心做下去”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
白发渐渐爬上鬓角，如何让
晚年时光绽放光彩，成为衡
量一座城市温度与幸福的标
尺。在义乌，这座充满活力的
商贸之城，正用创新与温情
作答——从街角的社区食堂
飘出的饭菜香，到智慧养老
平台里跳动的数据，“养老”
的土壤上，正绽放出绚烂的

“享老”幸福花。
走进义乌的社区，扑面

而来的是浓厚的“享老”氛围。
曾经，“老有所养”是老年人最
朴素的愿望，而如今，义乌正
将这一愿望升级为触手可及
的幸福体验。支持养老服务与
物业、家政、医疗、文化等多
行业融合发展，让养老不再
局限于基本生活照料，而是
拓展成丰富多彩的新型消费
领域。社区里，老人们不仅能
享受贴心的家政服务，还能
参加文化讲座、旅游活动，甚
至在社区健身房锻炼身体，
生活变得充实又有趣。

一系列创新举措如同点
点星火，照亮了义乌老人的幸
福晚年。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项目落地生
根，养老服务联合体应运而生。这些联合体
整合了各方资源，为老人提供一站式、全方
位的养老服务。从日常护理到康复治疗，从
心理关怀到文化娱乐，老人们的需求在这里
都能得到满足。一位参与试点项目的老人感
慨道：“现在的日子，每天都有新盼头！”

政策的春风，也为义乌的养老事业注
入强劲动力。加快完善“1+N”政策措施体
系，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接连出台。增开银
发旅游列车，让老人们走出家门，饱览祖国
大好河山；扩大家政服务消费，让专业服务
走进老人家中，减轻家庭负担。这些政策不
是冷冰冰的文件，而是带着温度的关怀，切
实解决了老年人的急难愁盼问题。

科技赋能，更为义乌的养老事业插上了
腾飞的翅膀。探索建设“智慧养老院”，开发

“养老服务电子地图”，让养老变得更加便
捷、高效。通过“养老服务电子地图”，老人和
家属可以轻松找到附近的养老机构、社区食
堂、医疗机构等，还能查看服务评价和联系
方式。智慧养老院里，智能设备实时监测老
人的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异常，工作人员能
第一时间响应。科技的力量，让养老服务变
得更加精准、贴心，也让子女更加放心。

然而，让老年人生活品质成色更足，并非
可以一蹴而就。这不仅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
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在义乌，越来越多
的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加入养老服
务的行列中。他们为老人送去温暖，陪老人聊
天解闷，组织各类活动丰富老人生活。这种全
社会的关爱，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让老人真
正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怀的温暖。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
老年人幸福不幸福。”在义乌，答案已然清
晰。从“养老”到“享老”，变的是生活品质的
提升，不变的是对老年人的尊重与关爱。当

“享老”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当每一位老人
都能生活得安心、静心、舒心，这座城市便
绽放出最温暖的光芒。未来，相信义乌将继
续书写养老事业的新篇章，让“夕阳红”更
加绚丽多彩，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这座城
市里，收获满满的丰收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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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年勇者的旅程序章

闲暇时，66岁的正刚总会摩挲着三轮
摩托车泛光的把手，眼角的皱纹里藏着九
千里山河的故事。“骑着三轮摩托车，前几
天刚从吉林延吉回来，这一趟像几年前自
驾西藏一样难忘。”他的声音里流淌着岁月
沉淀的从容，也跃动着少年般的炽热。

这位本该在摇椅上安享晚年的老人，
却在人生的下半场七次单车进藏，足迹遍
布二十余省、自治区、直辖市，他像坚韧的
前行者，一次次将自己抛向未知的远方。旁
人眼中的“不安分”，在他心里却是生命最
本真的回响——当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
他选择以另一种方式与时光赛跑，在山川
湖海间丈量生命的厚度。

雪域征途的生命印记

记忆最深处的西藏之行，是刻在他生命
里的勋章。嘉陵三轮摩托驮着他从义乌启
程，车轮碾过鹰潭的晨雾，掠过凯里的炊烟，
在富源的山路上奏响自由的乐章。驶入云南
地界时，平坦大道上的风裹挟着草木清香，
穿过喧闹县城时，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每
一处秀奇风光都化作心灵的慰藉。然而，真

正的考验藏在芒康与八宿之间的天险。
海拔4900多米的亚拉山口，在暮色中

宛如巨兽张开的獠牙。盘山雪道上，摩托车
的轰鸣声被风雪吞噬，车轮在冰面上打滑，
进退维谷的绝望瞬间将他淹没。就在这时，
一辆载着五人的越野车如暗夜中的灯塔，陌
生的手递来钢丝绳，温暖的力量牵引着他翻
越生命的至暗时刻。108道弯，每一转都是生
死考验，每一步都凝聚着陌生人的善意。山
顶的风呼啸而过，吹散了恐惧，却吹不散这
份镌刻在雪山之巅的情谊。多年后，云南友
人的问候依然准时出现在手机屏幕上，那是
比任何风景都珍贵的生命馈赠。

抵达拉萨的那一刻，布达拉宫的金顶在
阳光下闪耀，仿佛在为这场勇者的征程加
冕。短暂停留后，他又踏上归途，经格里木、
穿西安、过咸阳，最终回到义乌。16天，9885
公里，车轮丈量的不只是距离，更是灵魂的
蜕变。思想在风雪中淬炼，心灵在天地间净
化，他读懂了自然的敬畏，体会到真诚的可
贵，更触摸到人性中最温暖的光芒。

车轮不息的生命诗行

旅途中的善意如同星火，照亮了他人，
也温暖了自己。在芒康到八宿的“死亡公

路”上，浑浊的澜沧江在悬崖下咆哮，落石
不时滚落。当正刚发现年轻骑行者因油料
耗尽而惊慌失措时，毫不犹豫地递上备用
油，在前引路，陪伴着小伙子翻越海拔
5000多米的高峰。这份跨越年龄的守护，让
陌生的旅途充满家的温度。在沙漠路段，他
敏锐地发现轿车引擎盖异常抖动，及时提

醒车主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危机。冲出沙漠
时，车主等候的身影，成为旅途中又一段温
暖的记忆。

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他的鬓角，却从未
冷却那颗滚烫的心。如今，正刚依然保持着
远征的热情，南至彩云之南，北达白山黑
水，车轮所至皆是向往。谈起未来，他眼中
闪烁着光芒：“要是条件允许，我想去漠河
村看看祖国最北的日出。”对他而言，远征
早已不是单纯的旅行，而是与生命的对话，
是对热爱的坚守。

正刚的故事，是写给暮年最浪漫的情
书。他用车轮书写的，不仅是跨越山河的传
奇，更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生活态度。当大多
数人在岁月里选择安逸，他却勇敢地踏出
舒适区，在前行中领略最美的风景，收获最
真挚的情谊。他提醒每一位远征者：“慎行，
备足油料、食物，把每一天都看成第一次出
发。”这既是经验之谈，更是对生命的敬畏。

车轮滚滚向前，正刚的故事仍在继续。
他的征程告诉我们：年龄从不是追逐梦想
的枷锁，只要心怀热爱，脚下的路永远通向
诗和远方。在时光的长河里，他如同一叶勇
敢的扁舟，载着对生命的热忱，驶向一个又
一个未知的精彩。

暮年邂逅远方的正刚：车轮丈量山河，改写“60+”的活法

笔墨里的时光：
当灵魂撞上新媒体

每天一大早，晨光刚漫过窗棂，62 岁
的张满法已坐在檀木书桌前。狼毫笔在砚
台里转了三圈，墨香混着紫砂壶里飘出的
龙井香气，在书房里织成一张温润的网。宣
纸铺开时，他的指尖蹭过纸面，留下轻微的
沙沙声——这是属于他的晨课，也是与千
年文脉的私语。

书桌右上角，一部智能手机屏幕亮着
微光。170多万粉丝的微博私信箱里，躺着
昨夜的留言：有深圳年轻人请教跨境电商
的门道，有成都阿姨分享刚学会的理财小
技巧，还有义乌商户发来新一季的外贸数
据。他放下毛笔，指尖在屏幕上敲打，老花
镜后的眼睛眯成笑纹：“你看，这网线那头
连着的，全是活生生的日子。”

2018年春天的记忆格外清晰。当数十
条“退税卡壳”的私信涌来时，他把宣纸推
到一旁，连夜整理出三页问题清单。“那些
企业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这老头子
坐不住。”凌晨三点的书房里，台灯下的身
影弓着背，把企业名称、退税金额、延误天
数一一标注，像极了年轻时核算账本的模
样。博文发出次日，义乌税务部门的车就停
在了机场路公司大院里，他掰着手指头跟

分局调研人员算流程，从海关系统讲到企
业现金流，连窗外的玉兰花落了一地都没
察觉。后来上百家企业及时收到退税时，他
手机里塞满了带着方言口音的感谢语音，

“有个老板发来工厂开工的视频，机器响起
来那刻，我眼眶都湿了。”张满法说。

网线串起的烟火：
从三亚民宿到公益课堂

生活的惊喜总在不经意处。前些年春
节在三亚，儿媳订的海景民宿实则破败不
堪，大年夜的海风混着霉味灌进窗户。旁人
或许只会抱怨，他却掏出手机，把漏水的水
龙头、松动的毛巾架、开裂的洗脸台，脱落
的马桶盖等拍成九宫格，配文写道：“想让
天涯海角的美，不应是照片里的样子。”没
想到第二天，三亚市副市长的电话就打了
过来，当天上午，旅游局的人带着维修队敲
开了门。“看着工人换灯泡时，隔壁屋的东
北大叔直拍我肩膀，说‘老哥，你这微博比
导游图还管用！’”他说着笑起来，眼角的皱
纹里全是光。

如今的他，还在微博开了“银发课堂”，
讲《道德经》里的处世智慧，也教老年人用
手机挂号、网购。又在微博上创建了《财经
民声》专栏，他不仅关注国家经济改革发展
和时事民生问题，还时常分享自己的创业

经验与人生感悟。曾有一位粉丝朋友留言
说，他在创业低谷期看到我的分享，重新燃
起了斗志，如今事业已步入正轨。这让他深
刻体会到，退休后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网
络影响他人，传递正能量。上个月，甘肃山
区有个女孩发来大学录取通知书，写着“给
微博上的张大伯”，他特意剪屏下来，逢人
就说：“你看，老胳膊老腿也能种出春天。”

不老的征途：
当砚台遇见“充电宝”

书架上，《资治通鉴》旁躺着《数字经济
新论》，毛笔筒里插着充电线——这是他
的“跨界装备”。儿子接手企业后，他反而更
忙了：清晨写字，上午刷微博看政策，下午
研究短视频剪辑，晚上还要给粉丝答疑。有
人劝他“该享清福了”，他却指着书桌上的
座右铭：“心若不老，岁月怎敢催人。”

上个月去云南旅行，他在玉龙雪山下
用手机直播写生，百万网友看着他笔下的
雪山一点点染上朱砂红。有年轻粉丝留言：

“大叔，您活成了我理想中的老年模样。”他
回复：“哪有什么理想模样，不过是把每一
天都当成新拆的宣纸，一笔一划写下去。”

暮色漫进书房时，他正对着镜头讲“如
何用微博反映民生问题”，身后的宣纸晾着
刚写的“老骥伏枥”，墨色在灯光下泛着温润
的光。窗外的梧桐叶沙沙响，像在应和键盘
的敲击声——这是属于张满法的双重奏：传
统与现代在他的生命里握手，岁月的沉淀遇
上时代的浪花，竟开出了最鲜活的花。

“你看这毛笔和手机。”他举起两样东西，
笑得像个孩子，“一个连古今，一个通天地，
咱老年人的日子，照样能活得热气腾腾。”张
满法说。本版文字图片 全媒体记者 刘军

银发微博“大V”张满法：心若不老，岁月无问西东

“义乌老吴”（左二）将红糖送到军营。

正刚（中）和骑友骑行至延吉。

张满法在青海湖边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