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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桑榆·乐活

阅读提示

今年 72 岁
的吴语是浙江
老干部活动中
心集邮协会副
会 长 ，近 60 年
来他收藏的各
类邮票、邮片、
邮 封 不 计 其
数。这些略微
泛 黄 的 邮 票 ，
犹如一帧帧珍
贵 的 电 影 画
面 ，见 证 了 民
族的复兴和大
国的崛起。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互联网时代，一部 24
小时在线的手机，让讯息传递一秒即达，从前
写信贴邮票的日子正被人们逐渐淡忘。

与这份快节奏不同，72 岁的浙江老干部
活动中心集邮协会副会长吴语，至今坚持着
一份“过时”的爱好。在近 60年的时间里，他
收藏的各类邮票、邮片、邮封不计其数。这位
言语间略带腼腆的老人，在方寸之间留下了
说不尽的光阴故事⋯⋯

方寸之间 乐趣无穷

这些年，吴语奔波在各类公益邮展中，包
里时常装着他的“宝贝”——精心策划、设计
的封片。他设计的封片有 90 余枚，按照不同
年份、种类排列入册，他说，配合上简单的文
字说明，就能讲出一段完整的故事。

小学六年级时，12 岁的吴语用两分钱买
下人生中第一套菊花套票。当时，他偶然路
过杭州青年路上的一家小卖部，一下子就被
橱窗里花花绿绿的小方片迷住了。

那时，吴语虽不懂邮票的真正意义，却能
感觉到其中有探索不完的奥妙“宇宙”。于
是，只要一有时间，他就“泡”在邮票里，别的
东西他舍不得买，唯独在邮票上舍得下“血
本”。

自那以后，吴语的集邮“瘾”一发不可收
拾。之后的 60 年时间里，每年国家邮政局发
行的全年邮票都被他收入囊中。

“每个年代都有标志性的邮票，各种重大
节日、活动，都在邮票中有迹可循。”在吴语看
来，这些略微泛黄的邮票，犹如一帧帧珍贵的
电影画面，见证了民族的复兴和大国的崛起，

“今后，我还将沿着集邮之路，继续捕捉不同
时期的社会变化和独特的美。”

家国情怀 寄情其中

对吴语来说，一枚小小邮票承载的，还有

那令人牵肠挂肚的乡愁。1949 年，吴语的父
母抱着还在襁褓中的他从台湾地区来到大陆
旅游，之后，一家人在杭州定居。每当看到父
母面向对岸深情地遥望，少年吴语的心中也
时常泛起涟漪。

作为台胞，吴语一直非常关心祖国统一
大业，他经常参加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浙江省
委员会和浙江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组织的活
动。凡是重大活动，他都会制作纪念封片。
2010年 11月，杭州举办浙江省台湾同胞联谊
会成立 30 周年大会，吴语精心策划设计了一
枚纪念封。封面上，西湖与日月潭交相辉映，
代表两岸同胞血脉相融，引发参会同胞共鸣。

2005年，在浙江大学任职期间，吴语参与
编写《集邮与浙江文化》一书，该书后来入选
浙江文化研究成果库，在新德里世界邮展文
选类中获得银奖。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突然袭来，白衣天使们逆行而上，吴语有感于
此，迅速创作“抗疫”主题纪念封片。家国情
思，始终是吴语源源不绝的创作之源。

“邮”来“邮”往 夕阳别样红

在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医学院）任
职期间，吴语牵头建立浙江医科大学集邮协
会，并担任会长，先后吸收教职工会员 500 余
人。

退休后，吴语第一时间加入浙江老干部
邮协队伍，他以推广邮票文化为己任，广泛组
织专题邮集展览，刻制纪念邮戳，受到集邮爱
好者的好评。

为丰富老年集邮文化生活，吴语积极参
与浙江邮协在全省举办的多场银龄集邮巡展
活动。在今年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集邮巡展中，从集邮征组到展场讲
解，吴语积极投入志愿活动。

方寸之间，见证似水流年，也定格下吴语
一甲子的光阴故事。

据《浙江老年报》

一甲子的“邮”来“邮”往

方寸之间见证似水流年

家住湖南省湘潭县城塘社区的
88 岁老人刘正球，早些日子从民政
部门拿到智能手环时，对它的作用将
信将疑。戴上没几天，湘潭县养老服
务信息中心联系的医务人员就找上
了门——原来，手环预警显示老人血
压异常。医务人员与老人及其亲属
沟通，提出治疗建议。

“我们独居老人如果有高血压、
心脏病或其他疾病突发危险时，能及
时报警，及时得到救助。”刘正球说，
从这天开始，智能手环这件“新式武
器”就成了一件生活必需品。

连接刘正球和湘潭县养老服务
信息中心的，是一个具备定位、紧急
呼叫、测量血压等功能的智能手环。
借助手环，湘潭县养老服务信息中
心、老人亲属能及时掌握老人的健康
状况，老人在紧急情况下能实现“一
键求助”。

时任湘潭县民政局局长汤立新
介绍，湘潭县养老服务信息中心平台
今年 9月底投入运行，通过应用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穿戴等技
术，为全县有需要的老年人特别是独
居老人打造没有围墙的“云上”养老
院 。 与 平 台 签 约 后 ，通 过 电 话 、手
环、电视遥控器等身边物件，老人们
在家就能接通养老服务信息中心，发
出日间照料、紧急救助、家庭医生、
送餐等多种养老服务需求，享受“云
上”养老院提供的服务。

家住湘潭县牛头岭社区瓷厂宿
舍的 79 岁独居老人张洪英加入“云
上”养老院后，前不久用电视机遥控
器就联系上了燃气公司师傅，帮她弄
好了因为油污问题一直不好用的燃
气灶。生活中遇到困难通过电话、视
频随时能找人帮忙，张洪英对此很满
意。

“湘莲之乡”湘潭县是个百万人
口大县，60 岁以上的老人已占总人
口数的 24.33%，人口老龄化呈急剧
上升趋势。为了满足不断攀升的养
老公共服务需求，当地推出了很多敬
老、养老、惠老举措。被老人们频频
点赞的“云上”养老院，是当地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养老服务
体系创新探索之一。

湘潭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清
平说，养老服务是创新城乡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之一。湘潭县力争用 3年至 5年时间
着力打造受惠面更广、服务更可及、
发展更可持续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
让莲乡大地老人“床边有照护、身边
有驿站、周边有服务”。

据新华社

湖南湘潭县：
“云上”养老院
一键可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