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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社区 A11

光阴如梭，部分老人因疾

病、身体不便等原因，渐渐退出

“老年文化沙龙”，当然，也有新

的老人加入其中。如今，“老年

文化沙龙”参与者中年龄最大的

87岁，规模基本维持在10人至

15人，活动频率大致每月一次。

“一般我们会提前定好下一

次的主题，还有专人负责统计

人员并预订见面的地方，届

时分两组进行通知。”高学广

介绍，一般活动从当天 9 时开

始集合，午饭后结束，其间每

人轮流发言10分钟以内，并设置

自由讨论时间。

“这么多年了，如果大家啥

时候疲惫了，咱就散了。”高学广

曾提起这个伤感的话题，竟遭到

大家一致反对。

“‘老年文化沙龙’丰富了我

的退休生活，也让我结识了一群

可敬、可爱的老伙计。”姚学君告

诉记者，大家的博学多才激励他

不断进步，也让他真正感受到了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现在人家

见到我，都说我的精气神儿一点

不像80岁。”他笑着说。

家住西工区的秦松乾也是

“老年文化沙龙”较早的参与者

之一，如今他86岁仍坚持每次活

动都到场。“我们这群人中既有

高级教师，也有高级工程师，可

谓人才济济，和他们相谈、分享，

让我受益匪浅。”秦松乾在电话

里告诉记者，这是老年人的“专

属舞台”，他希望一直办下去。

举办“老年文化沙龙”，他们坚持了10余年

□洛报融媒记者 谢娜娜 文/图

“当前洛阳牡丹飘香，咱们

本月的讨论话题就定为牡丹文

化节见闻吧！”近日，在涧西区

江西路附近一小区内，77岁的

高学广和80岁的姚学君正认

真筹划4月的“老年文化沙龙”

主题。

定期确立一个主题，与老

友们相聚、畅谈，这样的“老年

文化沙龙”他们已坚持举办了

10余年。

“在2013年之前我们的‘老

年文化沙龙’还是传统的聚餐形

式。”提起“老年文化沙龙”，高学

广打开了话匣子。

早在2006年，退休后的高

学广因一次郊游结交了秦松乾

等新朋友，大家来自各行各

业，闲下来偶尔小聚、约饭，聊

聊家常。

一次，一位老友提议：“咱不

能光说家里那点事儿，也应该关

注社会，比如年轻人乘坐公交车

上班，该不该为咱老年人让座？”

这个话题立即引起大家的兴趣，

你一言我一语发表看法，大家认

为老年人可以尽量错峰出行，为

上班族“让道”。

“没想到大家对话题式讨论

兴致颇高，感觉比漫无边际地闲

聊更有意义。”高学广说，2013

年，他提议举办“老年文化沙

龙”，即老年群体讨论与自身生

活密切相关的话题，以“AA制”

聚餐为形式，以主题讨论为内

核，提升文化素养，从中获得快

乐，积极传递正能量。

还记得《汉字英雄》这档综

艺文化节目吗？这群退休老人

也曾追赶潮流，把连续几期“老

年文化沙龙”的主题定为“比一

比谁的汉字答题能力强”，弘扬

中华汉字文化。

“当时，我们这群老同志可

下劲儿了！”姚学君说，他年轻时

是我市一名教育工作者，先后当

过小学、中学教师，后又从事教

研工作。为了在这场友谊赛中

胜出，那段时间他认真做笔记、

忙“充电”。“最后当然是老姚拿

了第一名！”高学广笑着揭示比

赛结果。

“中国式过马路”“低碳生

活”“老年人如何为子女分忧”“弘

扬好家风”……翻开笔记本，往期

“老年文化沙龙”的讨论主题都颇

有意思。其中，“我与父辈比晚

年”“我与子孙比童年”的主题讨

论引起记者的注意。高学广介

绍，这两个话题也令参与者们颇

为动情。“我们是从艰苦年代走

来、又赶上幸福生活的一代人，啥

都经历过，大家在忆苦思甜中更

懂得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高学

广说。

传统聚餐“升级”，退休老人举办“老年文化沙龙”

关注社会话题，他们通过互动分享追赶潮流

受益匪浅，这是他们“不愿散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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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场文明主题的户外实景剧本杀在涧西区长春社区精彩上演。
社区居民、景华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和由社区工作人员扮演的NPC互动、游
戏，通过得到线索、收集物品来完成主线任务。长春社区党委书记何谦介
绍，“星动力大作战”是我市社区首次推出的创建类原创户外实景剧本杀。
剧本杀以小区为故事场景，将创建知识、垃圾分类、不文明行为劝导等内容
以关卡的形式融入剧本，助力群众在沉浸式互动和体验之中，养成良好的
文明习惯，提升个人文明素养。 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王若馨 摄影报道

我市社区首次将创建融入剧本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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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障碍患者，来让北京专家看看吧！
本周五，耳蜗专家张道行将在河科大二附院耳鼻咽喉科坐诊

“发现孩子可能存在听力障

碍，当然是越早正规就医、越早明

确诊断、越早有效干预，孩子才会

更早、更好地回归正常生活。”近

日，河科大二附院耳鼻咽喉科主任

武兰说，孩子总是调大电视音量、

听不到别人叫他、戴助听器的效果

越来越差，都应尽早就医排查。

本周五（14日），首都医科大

学宣武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

张道行将在河科大二附院耳鼻咽

喉科坐诊，他在人工耳蜗植入手

术、耳外科及听力言语康复领域被

国内外专业人士评为著名专家，是

率先在国内开展人工耳蜗植入手

术的专家之一，目前已开展相关手

术1万多例，无一失败。

据武主任介绍，未来每个月第

一周的周五下午，耳蜗专家张道行都

将受邀来此坐诊，为洛阳耳聋患者提

供国内领先的专科诊疗服务。（木青）
预 约 电 话 ： 0379-

62360657、18625991760（张
医生）、15236129852（朱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