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而不休 谱写欢乐新华章

2013年9月，我从武钢焦化公司退休，开启了

无拘无束的退休生活。临近退休时还在盘算着差

几个月退休，可真到了退休之日，我的心情却有些

五味杂陈。毕竟在武钢工作了几十年，对企业有一

种养育之恩、依依不舍的情怀。回到家中，看到一

些退休老人在小区健身、打牌，真可谓快乐无比。

我还是捡起老本行，充分发挥写作与摄影特长，用

镜头聚焦社区居民生活，快乐过好每一天。

为了不断给自己充电，我本着学到老、做到老

的态度，发扬学无止境的精神，重新找来一些摄影及

数码照片后期处理等书籍。为跟上数码时代的步

伐，2013年我还参加了武钢老年大学举办的数码照

片后期处理培训班，以提高自己的照片制作技能。

自2013年10月起，我经常主动到社区了解情况，发

现好人好事及闪光点，发挥自己“双面料”（摄影、写

作）的特长，投稿到一些新闻媒体，受到媒体的关注。

2014年 6月，我在社区了解到 89岁高龄的武

钢退休老人肖哲坚持30年捐款10多万元的义举，

及时进行了采访，稿件报道后在居民中引起强烈

反响。不少居民来到社区对领导说：“今后社区开

展公益募捐活动，别忘记通知一声，我们也要向肖

老学习，献上自己的一片爱心。”榜样的力量是无

穷的，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社区党组织在网格

群里号召党员积极为一线抗疫人员捐款，广大党

员积极响应，贡献一份力量。

宝钢与武钢联合重组后，我们“老武钢人”

成了“老宝武人”，自豪感倍增。去年 12 月 28
日，青山人盼望已久的 5 号地铁终于通车，这条

线上的武钢站因武钢而设立。作为退休多年的

老武钢人，我们几个老伙伴趁开通之日坐地铁

回“家”看看。走到厂门口，曾经的“武钢”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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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无止境 过好每一天
□徐新明

诗画江南诗画江南 □□陶陶 源源

逐梦年华44
2022.09.09 星期五

发行电话：021-56121226 /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印刷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709号8号厂房 电话：56082146 / 定价：全年150元（上海）290元（沪外）

责任编辑：顾金枝 设计：徐 婉 电话：021-20658240 邮箱：bgbs@baosteel.com 网址：news.baowugroup.com

扬手是春，落手是秋。在这一扬一落间，不

知不觉居然到了退休的年龄。听说人的年龄分

为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那我可能属于心理年龄

小于实际年龄的那类人。虽然岁月的年轮让脸

上的胶原蛋白渐渐流失，银发在风中飞舞，但是

初心不变：保持年轻的心态，做一个对社会有价

值的人。

回看企业一路发展壮大历程，从产线扩产、装

置满负荷运转、生产销售两头旺，到企业资产重

组、做大做强、立足世界一流企业，再到智能工厂、

智慧制造，无一不是在应对国际国内环境变化所

做的调整。立足宝钢股份梅钢公司的大门前，放

眼望去，现场的绿化环境越来越好，置身工厂犹如

走进了大花园，体现了央企的社会担当，展示了企

业的魄力、雄心和责任。也正是在宝武这样有社

会责任感、有担当的企业的培养下，让我有了去做

社会志愿者的能力，增添了退休后去做个有价值

的人的勇气。

当年的懵懂少年已是如今的老阿姨，按照上

海市85岁的人均寿命，还有30年的路要走。30年

很长又很短，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线，无论对错，

成为一束光，帮助他人，愉悦自己的心。

初心不变 成为一束光
□陈碧波

纵然退休了，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并没有被岁月冲淡，反而在年华的积淀中愈发炽

热。他们以“活到老，学到老”的方式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在更多地方发挥余热。

2012年，我光荣退休。退休十年似一春，修身养心

余热晖。

退休前由于工作繁忙，总是坐不下来看书学习。退

休后时间充裕，我如鱼得水，静静地读、慢慢地悟、认真

地写，关注国际国内大事，学习时事政治和党的方针政

策，紧跟时代步伐，不断与时俱进。通过读书学习，我先

后撰写了 180多篇文章，90多篇发表在全国各类报刊和

网络媒介，2020年、2021年分别被宝钢老干部大学授予

“优秀读书个人”荣誉称号。

退休后，我做到锻炼不间断、旅游常态化。太极拳

是我的良师益友，那刚柔相济的气度、心怀若谷的风格、

轻灵流畅的姿势、血气方刚的招术，成为我每天早晨的

必修课。每周安排一两次乒乓球，打得浑身冒汗，全身

轻松舒畅。有时参加老年队乒乓球比赛，既切磋了球艺

又锻炼了身体，还结识了许多球友，拓展了社交圈。只

要子女、孙辈安排妥当，我和妻子就出去旅游，走遍沪上

旅游景点，游玩祖国大好河山。从东海之滨到玉龙雪

山，从天涯海角到长城内外，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增强

了我们的时代感和幸福感。

我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在有关部门推荐下，

先后任宝钢关工委宣教组副组长、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理事和七师分会副会长。几年来分别为宝钢、社

区、学校、上海市老干部大学等单位宣讲20余次，听课人

数达 3000余人次，做到随叫随应，满足社会各界人士需

要。犹记得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上海澄衷中学

600多名师生点名聆听《虹镇老街巨变》课程，我得知信

息后，特地从外地赶回来宣讲，采用现场直播形式进行

授课，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嘉兴路街道社区党员聆

听后感慨地说，身居虹镇老街几十年，听了课后，对虹镇

老街历史渊源和发展规模有了新的认识，感到生活在这

里幸福满满。几年来，年年被宝钢关工委评为先进工作

者，被嘉兴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评为优秀志愿者，被上

海市老干部大学系统评为2020—2021年度优秀志愿者。

十年弹指一挥间，花甲变为古稀年。夕阳无限好，

眼前似春光。电视有吾影、报刊有吾文、社区有吾音、余

热有吾情，可谓其乐无穷。

十十年一春 修身养心余热晖
□苏忠能

流火七月，外孙收到清华

大学录取通知书。回望一路走

来的酸甜苦辣历程，百感交集。

外孙自小天资聪慧，对学

习有着强烈兴趣，是班上的

“优秀学生”。初中阶段，他力

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积极

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特别讲究

学习方法，善于举一反三、融

会贯通，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

茅，成为“别人家的孩子”。外

孙以优异成绩考入重点高中

后，更加奋发图强，学习成绩

仍然保持优秀。每次考试成

绩都较稳定，2021 年还获得

全省奥数竞赛二等奖。到了

高三关键学年，为给外孙创造

良好的学习环境，我们家实行

“三不家规”：不打牌，不玩麻

将，他在家不开电视。外孙在

高二就萌发了“清华梦”，他一

直向锁定的目标坚毅前行。

今年高考，外孙总分 674
分，与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线有

微弱差距。好在他入围了清华

“强基计划”考试，这是对有志

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

合素质优秀、基础学科拔尖的

人才开设的又一个平台。高考

结束后，他在父母陪同下赴合

肥参加“强基”考试。他深知

“强基”考题更难，父母为他担

心，他拍着妈妈的肩膀语气坚

定地说：“你们要相信儿子的

实力！”卷子发下来，果然，数

理化题目比全国高考难度更

大。但他胸有成竹、冷静答

题，整整考了四个小时。四个

小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

一朵稍纵即逝的浪花，可是，

对于在宾馆苦苦等待的父母

而言，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的

漫长煎熬。四个小时后，外孙

自信满满地走出考场。

外孙喜欢挑战，考试难度

越大越兴奋，果然，他荣幸地

通过了第一关。7 月 3 日，外

孙到成都参加网上复试，最

终以满分被录取为“本硕博连

读”生。难能可贵的是，在三

年疫情反复和外部环境纷扰

复杂的叠加情势下，外孙“不

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无论是网上还是线下，无数个

日夜、无数滴汗水浇灌出胜利

之花。

圆梦清华
□蒋道荣

今天，千层底布鞋已淡出人们的生活。但 70 年

前，母亲为我做布鞋、纳鞋底的往事终生难忘。

建国初期，人们普遍穿的都是布底鞋。母亲将破

旧衣服洗干净，剪成大小不同的布条，再抹上煮熟的面

粉，粘贴在门板上晒干备用。按照我双脚的尺寸，母亲

在废纸上剪成鞋底、鞋帮纸样片，再剪下若干块鞋底和鞋

帮，一针一线纳成鞋底。钢针穿过鞋底十分困难，得靠戴

在手指上的顶针箍穿针引线。有时妈妈的手指被尖尖

的针头扎得流血，却没一句怨言。母亲是老师，但纳出

的鞋底图案十分好看。

鞋帮也是布壳子粘成的，用新布贴在鞋帮的里层

与外层，“上鞋子”这道工序得请鞋匠完成。为了鞋帮

美观、圆滑，鞋匠用当时专用的棉织品“滚口”，然后把

鞋帮牢固缝制到鞋底上。为了让新布鞋更加丰满平

整，鞋匠还用特制的“木桊头”安衬在做好的鞋子中撑

上几天，布鞋便大功告成。如果要做棉鞋，就在鞋帮

夹层填充棉花，起到保温保暖的作用。儿时，穿上妈

妈做的合脚新鞋，我会高兴好几天。

岁月如流，母亲虽然过世，我也年近耄耋，每当买

新鞋时，常常回忆起妈妈做的布底鞋。

童年穿的布底鞋
□李丹池

2018年，我游览了美丽的棉花

堡。棉花堡位于土耳其代尼兹利市

的西南部，是著名的温泉度假胜

地。棉花堡的形成，来自附近高原

喷涌而出的火山温泉。泉水所到之

处历经千百年钙化沉淀，形成奶白

色层层叠叠的半圆形白色阶梯，远

看像大朵大朵的棉花矗立在山丘上。

当地导游急于前往下一个景

点，在棉花堡下车时，对全车游客

划定了一小时的游览时间。可我

因为有事下车较晚，没听到导游的

指令，就按照旅游合同规定，用两

小时饱览了棉花堡。

棉花堡的风景很奇特：一汪汪

淡蓝的泉水，像翡翠嵌在座座白玉

台上；洁白如棉花朵般的石阶，披

着清凌凌的水纱，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从上往下看，温泉平台像一面

面镜子，映照着蓝天白云；从下往

上看，像刚爆发完的火山，白色的

岩浆覆盖了整个山坡。棉花堡的

泉水深浅不一，有些只及脚踝，有

些可及腰部，水温终年保持在 36
到 38 摄氏度。我们拎着自己的

鞋，从山顶沿着曲折的小径在水里

走，暖暖的泉水让人感到温馨又舒

适，身心都融入了这美丽的大自

然。

今年 8 月 8 日，我游览了云南

的“土耳其棉花堡”——白水台，位

于香格里拉市三坝乡白地村。白

水台和棉花堡一样，也是碳酸钙溶

解于泉水中形成的自然奇观。

本来按照旅行社的安排，是下

午游览白水台，可经验丰富的司机

兼导游彭师傅认为，因太阳照射的

角度，下午的白水台不是最美时

刻，执意把车开到白水台下面的一

个旅店，让我们先安歇，第二天清

早再去。事实证明，彭师傅的决定

是对的。清晨红日东升，白水台郁

郁葱葱，露出白色的华台，层层叠

叠仿佛一片白色的梯田。远观白

水台犹如一道凝滞的瀑布，悬挂在

苍翠欲滴的山腰；又似一块玉雕的

屏障，在阳光下滟滟泛光。

棉花堡和白水台的风景虽然

相似，但各有特点：棉花堡面积比

白水台大，显得壮观一些；白水台

比棉花堡小巧，自然秀气一些。游

览棉花堡时，为了保护钙化层，游

客必须脱鞋；游览白水台时，途中

修有石头路，游客无需脱鞋。

白水台最漂亮的景点，在最高

处的第三台。此处泉水落差比较

大，形成好几个大小不等的月牙形

彩池。泉水所到之处，都是形状各

异、美妙变幻的景象。著名旅行家

徐霞客曾这样描写白水台：人穿彩

服至其下，则满崖浮影腾跃，焕然

夺目，而红色尤为鲜丽，若镜之流

光，霞之幻影。

棉花堡和白水台
□吴洪生

秋韵

云起黄昏扫郁蒸，一场秋雨冷烟凝。

梧桐不语寻芳处，洗尽炎光黍稷登。

秋色

又见炊烟冀可收，晚霞有意与人酬。

寒轻香动天之配，五谷垂成好个秋。

秋怀

枯荷数点霜飞急，老桂深宵入广寒。

四季相推多少事，道逢木落太心酸。

秋雁

凉风入幌欲添衣，落叶婆娑怅有违。

莫怪三秋时日短，晚霞明处雁南飞。

秋月

今宵屏外有神仙，寻得伊人在九天。

情到浓时宫阙近，诗成望月醉婵娟。

秋菊

瑶台水榭自清嘉，更有东篱九月花。

不畏寒霜凋百草，枝头金蕊伴余霞。

七绝·秋（组诗）
□远 方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

声。”尽管暑气残存，可感觉还

是略微异样。早晨湖边散步，

昨天还极其燥热的风，今天吹

来，风里有点点凉意。这种悄

然而至的时刻和感觉，诗人们

称之为“新凉”，有点淡淡然。

初秋的淡，淡在天空。夏

日天空深蓝晴朗，一览无余。

云，偶尔成团聚集在天边一

角。阳光直直照射，到处热烘

烘。滚烫的光线打在树冠上，

在树根周围形成一个深深的

荫影。立秋后，深蓝色天空慢

慢变浅，浅到和淡蓝色的秀山

湖水共一色。天空渐渐离视

线远了、高了，好像后退了好

几里。云多了，在淡蓝色的天

空变换形状，或平铺或缠绕，

或成片或成线，恨不能取一

团，放在手心摩挲。白色鸟儿

在浅蓝色天空下、湖面上，无

声无息地飞掠。

初秋的淡，淡在色彩。明

晃晃的阳光渐渐收敛些，亮黄

色的光线照在树枝和路上，明

亮干净。树叶看上去依然深

绿色，但早已失去那层油润润

的色泽，如同一个女子的粉嫩

姿色随着岁月流逝而不见踪

影。树顶的树叶渐渐染了一圈

黄色，湖边青黄色的芦苇挺直

密集，墨绿色的荷叶大如脸盆，

有的枯成焦黄色。初秋的色彩

虽淡，也多了。紫色的马鞭草、

粉色的月见花、黄色的小野菊、

浅绿色的狗尾巴草……野花开

始又一次地绽放，向秋致礼。

还有那嫩青青的果实挂在树梢

上，叫人心生小欢喜。

初秋的淡，淡在落叶无

声，淡在夏蝉那撕心裂肺的鸣

叫小了，最终敛声藏迹；淡在

桂花那一袭暗香，风吹四溢，

随徐徐晚风飘散开来。初秋

的淡不动声色，安抚着酷暑的

热烈和沸腾，慢慢冷却夏天这

杯滚烫的开水，冷却到刚刚好

可以入口润肺。初秋的淡很

短暂，只是秋的一个过渡。随

后而至的仲秋和深秋，才开出

丰硕成果，敲响喜庆的锣鼓。

初秋淡如水，但，谁不喜

欢呢？

初秋淡如水
□柯 柯

篆刻 徐 磊

国画 刘新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