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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报融媒新闻观察员 洛谭

日前，民政部等 14 部门联合发文，聚
焦推进老年阅读工作，提出要扩大老年读
物供给，加大对老年读物支持力度，鼓励公
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报刊配备有声、大字、
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开展全国老年读
物精品出版工程等，打开了适老读物“飞入
寻常老人家”新的想象空间。

满足银龄阅读需求，关键是增加优质
阅读内容供给。网络时代，老年人不仅钟
情优质的传统纸质读物，也需要更多适合
老年人阅读的网络文化产品。这些年，一
些出版部门两眼只盯着青少年，对于老年
读物的出版并不上心，致使一些老年人陷
入“无书可读”的尴尬境地。尤其是不少阅
读网站、阅读App，出品的内容适合老年人
阅读的更少。

事实上，老年读物并非“鸡肋”。数据
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2.96
亿，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3669万
人，许多老年人“有钱有闲”、有阅读需求，
老年读者群体十分庞大，老年读物的出版
前景十分广阔。老年阅读的庞大需求，与
适老化的阅读产品供给不足、结构不优形
成强烈反差，这种状况亟须改变。

促进老年阅读，绝不只是“字体变大
点”。当下，虽然老年人的阅读习惯已然改
变，但他们对于有价值、高质量内容的需求
反而更为强烈，内容为王仍是一条不变的

“铁律”。这次国家层面出台的老年阅读政
策，列出扩大老年读物供给等措施，对老年
人的期待作出了积极回应。比如，鼓励出
版单位增加老年读物优秀选题策划和老年
主题出版，将优秀老年读物出版项目列入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范围，鼓励创作更多老
年人爱读爱看的精品力作等，传递一个强
烈的信号，即内容的价值并未因时代变迁
而动摇，呼唤我们重新审视“内容”在老年
阅读中的核心地位。

有人说，创作优质老年读物是需要灵
魂的，内容为王不是在喧嚣的市场氛围中
分得一杯羹，而是在老年读者心中点亮一
盏灯。期待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把
握老年阅读内容为王这个“铁律”，推出更
多思想精深、内容精彩、制作精良的适老化
阅读作品，让老年人“阅”享人生。

□洛报融媒记者 魏巍 通讯员 李德晨 王博
文/图

近日，嵩县何村乡姜岭村举办了一场孝老

文化节，村民史建新老人喜获“好婆婆”称号。

史建新虽然没有文化，却将两个儿子都培养成

了博士，“一门双博”在当地传为佳话。

“不用功读书，将来在山里放一辈子牛”

谈及两个儿子，史建新的脸上露出幸福的

笑容。今年67岁的她，因为小时候家里穷，没

上过一天学。老伴儿王建文比她小两岁，高中

毕业，当过民办教师。

虽然自己没文化，但史建新深知知识的重

要性，经常向孩子灌输好好学习的思想。“不用

功读书，将来在山里放一辈子牛。”史建新说，她

这样教育孩子。

王建文对孩子的学习也很上心，他负责辅

导孩子，晚上回来不管多累，也要过问孩子当天

的学习情况。“他扮演严父的角色，孩子对他有

敬畏之心。”史建新笑着说，正因如此，两个孩子

从小自觉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两个儿子学习刻苦，双双成为博士

大儿子到乡里上初中、到县城上高中，离家

越来越远，老两口对他的监督越来越少。让人

欣慰的是，他上进心强，学习极为刻苦。

史建新说，大儿子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上高三那年，因学业负担重、压力大，孩子经

常出现头疼症状。为给儿子治病，她每天凌晨5

点起床熬中药，再坐公交车把药送到学校。她

还跟学校食堂工作人员说好话、套近乎，委托对

方帮她儿子温药汤。这件事，她坚持了大半年。

大儿子被我省一所一本院校录取时，史建

新、王建文夫妇内心异常激动。史建新说，那时

高校尚未大规模扩招，考大学是千军万马过独

木桥的事。

“小儿子的求学路跟哥哥相似，也是一步一

个脚印考上了大学。”史建新说，对于农村家庭

来说，供两个孩子上学不容易，“我和老伴儿都

认为，即便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学，不能一辈

子困在深山里”。

王建文说，大儿子生活节俭，为帮家里减轻

负担，上大学时坚持勤工俭学，上大三以后就不

再向家里要生活费了。有一年，大儿子利用寒

假做家教，到了大年二十九才回家。小儿子上

大学时国家政策更好了，申请了助学贷款。

王建文介绍，他的大儿子成为中国科学院

大学博士，现为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

程研究所教授级高工、博士生导师。小儿子成

为浙江工业大学博士，现任职于杭州一家企业。

为给她治病，儿子提出卖房

史建新说，大儿子结婚时，娶进门一个好媳

妇，她和老伴儿十分满意。儿媳是儿子的高中

同学。孙子出生后，她到宁波帮忙带孙子。

“儿媳孝顺，通情达理，不嫌弃我这个土里

土气的婆婆。”史建新笑着说，她担心做的饭不

合儿媳胃口，儿媳一席话说得她差点掉泪，“儿

媳说‘妈，不管咸淡都好吃，您过来帮我们带娃，

我们感激您还来不及呢！’”

多年来，史建新与儿媳从未红过脸，这是她

获得“好婆婆”称号的原因。

两个儿子也很孝顺。5年前，史建新生了

一场大病，病情严重，需要手术。大儿子刚贷款

买房，小儿子还在上学。为了给她治病，大儿子

打算把房子卖掉。“卖了房子，你们住哪儿？”她

和老伴儿坚决不同意。后来，一家人想办法筹

措钱，解了燃眉之急。

“小儿子很贴心。”史建新说，小儿子隔三岔

五往家打电话，家里很多东西是他添置的。今

年，小儿子还专门回家，带她和老伴儿到医院做

了一次全面体检。

在城市站稳脚跟，他们依然心系家乡

尽管老两口的两个儿子已在城市站稳脚

跟，但他们依然心系家乡。

2020年年初，嵩县闫庄镇的大葱因为疫情

滞销，老两口的大儿子在网上看到新闻后，自掏

腰包向家乡的菜农购买了5000斤大葱、1万斤

白菜，免费送给了村民。

“寒门不仅出贵子，还出孝子”“你们往后的

日子不得唱着过？”……老两口因为“一门双博”

在当地出了名，大家纷纷夸赞。

老两口的大儿子说，父母比较开明，尊重他

和弟弟的选择，尤其是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

高，但淳朴善良，明事理、辨是非，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他们。

现在，他们的大儿子带的数名博士、博士

后，大多来自普通家庭。他认为，农村的孩子想

闯出一番天地不容易，上学是途径之一。他希

望孩子们珍惜学习机会，学习不仅是谋生的手

段，也是开阔眼界的好渠道，好好学习，人生会

有大不同。

让银龄生活有“知”有味系列谈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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