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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桑榆·乐活

阅读提示

在陶文化看来，家庭是中国父母心中的第一位，但并不是因此就要牺牲自己的时间。与子
女沟通、与亲家配合，拥有自己的生活，收获好心情的同时才能更好地过日子。

两年前，10 辆车，37 个中老年人历
时 62天，途经遵义等 48个城市，来了场
说走就走的热血自驾行。

两年后，15辆车，52人，杭州开心自
驾队再出发。与两年前相比，这趟旅途
更加惊心动魄：半路没油，山野迷路，泥
石流封路，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们甚至在
车上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最终，历时
57天，这个平均年龄超 65岁，有六位 70
岁以上老年人的自驾团一路狂奔，安全
回杭。

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每一个
经历这场旅途的老年人脸上都洋溢着
幸福感：看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万千变
化，每一处风景前打卡留念，怀着感恩
知足的心情继续上路。

山野迷路、遭遇泥石流
中老年自驾游一波三折

从 2013年起，开心自驾队每年都会
组织一次长途旅行，少则一个月，多则
好几十天，从最初的一车四人，到如今
十几辆车几十人的规模。去年受疫情
影响，远行计划暂时搁浅，所以三四月
份，不少自驾发烧友便开始和领队张治
辉打听今年的出行计划。

张治辉优选特色区域、红色景区和
网红打卡点，在考虑各地情况后，制定
了路线。他们从杭州出发，计划途经张
家口、包头、拉萨、青海等地，最终返回
杭州。

老张的行程一出，便受到了不少自
驾爱好者的支持。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有教师、会计、管理人员等，其中，绝大
多数都受过良好教育，甚至退休后也在
岗位上发光发热，所以有了能自由安排

的时间后，便格外渴望用自驾的方式去
看看世界。

但这趟行程却并没有想象中来得
顺利：在盘龙古道上，有车辆临时没油
了，最后紧急从临近县城运油过来；他
们还在半路遇上泥石流，直接封住了前
行的道路，最后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
用推土机挖出了一条车道才继续远行。

突如其来的疫情导致团队与拉萨
擦肩而过，老张紧急改变了行程，每到
一地便了解当地政策。这群已过花甲
之年的自驾发烧友们与时间赛跑，踏上
漫漫回家路，按时做核酸、排着长长的
车队进城，还在车上度过了一个不眠之
夜。

“最长的一段路程，我一晚上开了
七百多公里。”想起这些难忘的回忆，老
张笑了。几乎年年进藏的他，感触最深
的是如今当地政府为中老年旅客保驾
护航：“西藏自治区专门下发了一个优
化提升老年旅客服务的文件，所以一路
上都特别幸运和安心。”

看风景拍美照之外
老年人畅享祖国新貌

在加入老张队伍前，62岁的陶文化
也曾参与其他的自驾团队进藏，但跟这
次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之前是跟两个
80后小年轻拼车出行，跟同龄人的旅行
还是第一次。”

在她看来，60后、70后的经历相似，
三观相近，会爆发出更多的共鸣感和幸
福感：开饭前唱上一曲红歌，回忆曾经
的光辉岁月；去当地的文化礼堂、红色
基地走走看看，捧一杯茶都深有感慨。

“很多人觉得中老年人出门就是看风景

拍美照，其实并不是这样，最能打动人
的其实是祖国方方面面的变化。”陶文
化笑道，进藏路上，周边房屋甚至加油
站建设的点滴变化，途经国道的风景，
这些细小点滴都让她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外收获了好心情，回家才能笑眯
眯。陶文化一趟行程出发两个月，老公
和儿子都是坚定的支持者；队伍里不少
都已三代同堂，这趟行程便是老人们带
娃之余拥有的个人空间。自驾队伍里
更是有不少夫妻档，趁此机会还能重温
一下二人世界。

在陶文化看来，家庭是中国父母心
中的第一位，但并不是因此就要牺牲自
己的时间。与子女沟通、与亲家配合，
拥有自己的生活，收获好心情的同时才
能更好地过日子。

两个月行程回来后，陶文化笑称，
人生下半场，她就要在开心自驾群里度
过了。“60 岁-70 岁是退休后的黄金十
年，孩子们正是奋斗的好年华，我们也
有精力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据小时新闻、浙江在线

平均年龄超65岁，15辆车52人

这支老年自驾团畅游祖国大美河山

近日，省委老干部局、省教育厅和省
老龄办联合出台《关于高质量推进老有
所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提出到 2025年实现乡镇（街道）老
年学校全覆盖，35%以上行政村（社区）
建有老年学堂，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
老年人口达到 25%以上。

为高质量推进老年教育，全省各地
目前正在进行老年教育资源整合。温州
老干部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原先学员
只能在退休单位所在区域就读，如今鹿
城区、龙湾区、瓯海区实现老年教育资源
共享，三区退休人员可就近学习，体验更

多优质课程。
今年 8 月，浙江召开全省老年教育

资源整合试点工作推进会。绍兴市柯桥
区作为试点，构建“区-镇街-村（社区）”
三级联动的普惠性、下沉式“家门口老年
大学”教育版图，打造“老年教育半小时
学习圈”，创办区级老年大学 1所，校区 1
个，镇街级老年大学分校 16 所，村（社
区）老年大学教学点 341个，每年吸纳近
两万名老年人入学，让有需求的老年群
体“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以
绍兴市柯桥区为示范带动，全省各地积
极整合资源，老年教育联盟遍地开花，正

逐步实现从一所老年大学到老年教育版
图全域覆盖。

多元化办学是破解老年教育发展瓶
颈的关键所在。作为山区 26县之一，丽
水市缙云县结合自身特点，积极探索“互
联网+”新型教学方式，为老年人量身定
制“云课堂”，满足不同层次学员学习需
求。《实施意见》提出，我省将加强老年教
育优质课程开发建设，重点面向山区 26
县和海岛县提供线上老年教育直播课，
到 2025 年，遴选 100 门老年教育特色课
程。

据《浙江老年报》

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

我省将实现老年学校乡镇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