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创业，用好经验这个“宝”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老年人绝对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第二次人口
红利”，是“小鲜肉”们无法望其项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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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又到一年一度的同学聚会高峰期。同学聚会，回忆往昔，
唠唠家常，当然是一件轻松惬意的事儿。可这几年，同学聚会渐渐变得
不一样了，有人说同学聚会能增进同学情谊，应该参加；有人则认为，如
今的同学聚会，攀比炫富的人越来越多，不参加也罢。

那么，今年春节，咱到底参不参加同学会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观
点交锋》吧！

变味儿的同学会，不参加也罢

别因噎废食，应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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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一老，胜似一宝”，指的是
老人能用丰富的人生经验指导家庭
生活，同理，老年人的工作实践经验
也是就业、创业的“宝”。

现今各种招聘流行“经验论”，
但向年轻人要经验有些勉为其难，
老年人有经验，却因年龄、学历等被
拒之门外，“老有老的好处”，常常被
人忽略。

我国进入“老龄社会”已是现实，
在社会学家看来，老年人绝对不是社
会的负担，而是“第二次人口红利”，
是“小鲜肉”们无法望其项背的存在。

然而现实中，除了教育、中医等
个别行业，社会主流工作岗位难觅老
年人身影，不能不说是遗憾。

老城曾有一位老锡匠令人记忆
深刻，他制作的水壶、酒壶等非常精
美，老锡匠一直守着这个摊子谋生，
成为当时的城市一景。联系当今“非
遗”传承，传统文化产业的兴起需要
在政策扶持下，让身怀绝技的老艺人
重现“江湖”，带领年轻人创业。

日本是典型的“老龄社会”，据到
日本旅游的人介绍，在日本，出租车

运营、医院护理、工地看护、物业管
理、高速收费等岗位均由不少老年人
承担，“老人出租车”“老人杂货铺”也
相当常见。

除了日本，国外很多对经验和技
术要求高的行业，也是“越老越吃
香”。我们从报纸、杂志上可以看到，
外国媒体的名编辑、名记者多是头发
花白、从业几十年的老员工，加工制
造业也多是一些几十年如一日研发
某项技术的资深人才，这种现象，是
对老年人知识积累的尊重，是对老年
人社会价值的尊重。

正如《老龄社会的革命》一书所
说，“老龄社会”既是挑战，也是机缘，
如今世界已走在新时代的交叉口，需
要我们做出新的选择。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老年人参
加工作已成常态，正视老年人的经验
优势及心理需求，进一步完善关于老
年人就业、创业的社会养老制度、劳
动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让有
体力、有能力的老年人再次拥有劳动
的权利，成为时代摆在人们面前的一
项新任务。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春节临近，回家成为漂泊在外的
人们关注的话题。在外打工的孟津
人赵芳子，这次的回家路有些不同寻
常。他从洛阳火车站出来，外面飘着
雪花，开往县城的客车受此影响停
运。市区距老家有 40 公里的路，如
何回家成了难题。犹豫再三，赵芳子
还是舍不得打车，而是扛着大包小
包，徒步踏上回家路。

徒步 40 公里，为的是回家过
年。回家过年，不只是赵芳子顶风冒
雪的动力，更是每个游子，每年一次
的“精神朝圣”，虔诚而执着。

再没有哪个节日，像春节一样，
能激起人们强烈的回家念头。对家
乡、家庭、家人的无限眷恋，流淌在
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割扯不断。
英国 BBC 曾经拍摄过一部纪录片

《中国春节》，感动了亿万观众，在 3

集的纪录片中，BBC用镜头聚焦“亿
万人同时迁徙的壮观，只为了春节
的一次团圆”。

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
票”，事实上，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来
说，乡愁更是一张薄薄的车票，牵动
着无数人回家的心。

尽管回家的车票不一定好买，回
家的路也不一定平坦顺畅，但是，回
家的脚步总是那么坚定。

回家，这个朴素的字眼，因为春
节，而散发着缕缕暖意，透出只有中
国人才能理解的温柔和热烈。

如今，很多人都抱怨年味儿淡
了，过年越来越没意思了，其实，从古
至今，最浓的年味儿是团圆，年味儿
在那些步履匆匆的人的脸上，在那些
精心挑选的礼物里，在热气腾腾的年
夜饭中……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收拾行囊，
我们一起回家过年！

□许之

相比其他人际关系，同学关系
更单纯，感情更真挚，友谊更深厚、
持久。

不可否认，受社会上一些不良
习气的影响，同学中有人借同学聚
会，摆阔耍大，显摆自己，以期让人
刮目相看的现象的确存在，但是，这
种人往往不被大多数同学所接受。

事实上，并非所有成功的同学
都那么喜欢显摆，更多的则是成功
之后，仍不忘初心，诚恳待人的同
学。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大学同
班同学毕业40周年聚会，这个同学
会由两个富裕的同学主动牵头组
织，他们承担同学及家属的全部活
动费用，其真挚、谦和的态度让大家
很受感动。在这场同学会中，同学
们听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创业历程，并
应邀参观了其中一位同学的工厂，同
学们被他们努力拼搏的精神所感
动。整个同学会其乐融融，大家分
别时依依不舍，并相约定期再聚。

由于每个人境况不同、机遇各
异、条件有别，同学中能“大富大贵”
的毕竟是极少数的。他们的创业历
程、成功经验，确实有值得借鉴的地
方。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因噎废食，
对有钱的同学大谈成功产生“恐聚
症”，而错失同学聚会，增进感情的
宝贵机会。

同窗学习是人生的一个特殊阶
段。相比同事、同乡等社会关系，同
学关系是一个更为稳固的关系，也
是人们的一种美好记忆。事实上，
同学会并不多，青中年时期，因为事
业、生计或家事，很少能够“全员”到
齐；到了中年后期及老年阶段，有人
已经“提前离队”，那是真正地再也
聚不齐了。

同 学 一 场 也 是 缘 分 。 不 管
“混”得如何，调整好个人心态，轻
松赴会，以平常心看待同学之间的
生活差异，多挖掘自身优点，追求
个人的幸福。人生短暂，让我们正
确对待同学聚会，让同学情谊永远
珍藏心中。

□杨枥

同学情很深，但是平时忙工作
忙家庭，见面机会少，春节期间，同
学们一起探望恩师、聚餐、唱歌等，
既能重温美好时光，又能增进同学
之间的感情，这样的同学会让很多
人喜欢和期待。

然而，如今的同学会渐渐变了
味儿，成了某些人炫耀攀比的舞
台。有的同学把同学会当成了“个
人成功报告专场”，大谈特谈自己
的成功经验和经历，不顾其他同学
的感受，自然就影响整个同学会的
气氛；有的同学，把难得的同学会
当成产品推介会。同学之间，交
流、互助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把同
学会当成一个商机，以同学情为
由，鼓动同学们购买自己的产品，
当成发展业务的突破口，就难免让

人心生厌恶了；也有的同学把同学
会变成了斗酒场，把同学情当成逼
迫对方喝酒的筹码，“感情深一口
闷，感情浅舔一舔”，就有点儿让人
难以接受了；还有的同学，借酒生

“情”，放浪形骸，拿对方陈年“糗
事”“初恋”当玩笑话题，让人很难
为情……

同学聚会的目的，是共同回忆
那些曾经无比美好，却再也回不去
的岁月，是为了增进同学情谊，如果
同学会变成了攀比会、炫富会、斗酒
会，成了一个拉关系、攀交情的功利
交际圈，学校里的那种干净、纯洁的
情感荡然无存，让你越来越自卑，越
来越害怕，越来越压抑，越来越难为
情，那么，对于这种变了味儿的同学
会，咱要学会说不，不参加也罢。“相
见不如怀念”，还不如约三五好友，
喝一杯清茶聊聊天更痛快。

■开栏语
在我国所有的节日中，春节是古老的节日之一，是一年中

最隆重、咱老百姓最看重的节日；备年货、贴春联、年夜饭、压
岁钱……春节，承载着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诸多情感。

眼看春节一天天近了，本报开设《侃侃过大年》栏目，和您
一起侃侃过大年的那些事儿。如果您对过年有自己的想法，
欢迎与我们联系分享您的见解，邮箱：lywbp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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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是最浓的年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