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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温暖的家
文 单中海（天山华庭）

讲起天山华庭居委会， 小区的男女老少都
会翘起大拇指称赞它是居民温暖的 “大家庭”。
居委会一班人在徐书记的带领下，改变观念、改
进作风、树立形象，深入居民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深受居民欢迎。

天山华庭是中档商品房小区， 住有一千多
户居民及部分外籍人士， 其中包括一部分外来
租客。居委会根据人员结构、年龄比例及文化层
次等各种条件， 因地制宜制定出适应众多居民
服务的各类规章制度， 如发动志愿者队伍加强
对小区的巡查力度，确保一方平安；为使老年人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
所学，居委会想方设法组织各类讲座，如医学讲
座、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讲座，以及各类
兴趣班，唱歌、舞蹈、书法、摄影、编织等，使老年
人切实感受晚年幸福生活的真谛。 达人无不可,
忘己爱苍生。 为群众服务， 不能纠缠于分内分
外，只要群众需要，就要主动帮助解决，对腿脚
不灵活不方便的老人， 主动挨家挨户送上重阳
糕、长寿面；对生活困难家属无小辈照料的老人
定期上门问寒嘘暖； 对养宠物的居民及时沟通
文明养宠……一桩桩的人生感悟， 正是感悟生
活的真谛。

有一种缘，放手后成为风景，有一颗心坚持
着才方显真诚。居委书记有一句口头禅：追求居
民满意是我们的责任，居民开心了，我们就放心
了。

学习
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有感
文 于超（范北）

观。 借力凭风度势欢。
瞻全局，风雨历程冠。
观。 过去成功百姓餐。
乡村兴，民富再翻番。
观。 坚守辉煌看矢竿。
初心旺，行赶考开端。

文 陈兆忠（天山河畔）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真没想到，每
天早上和傍晚上学和放学的时候， 小区门前
会有这么多校车经停， 着实让我开了一回眼
界。

自 9 月份新学期开学以来， 小孙孙转到
了新的幼儿园上托班， 上下学需要乘坐校车
了， 我们老两口每周有几次要到小区门前接
送小孙孙。市区里，校车在马路上是司空见惯
的，但是小区门前竟然有这么多校车汇聚，同
时也聚集了众多前来接送孩子的家人、保姆。

记得第一次到小孙孙的幼儿园参观，在
园门口看到这个幼儿园至少有六七辆校车，
分多个方向、多条路线负责行驶接送。以此推
算，周边的学校、幼儿园的校车肯定不少，我
们见到的校车自然就多了。我是少见多怪，听
居委干部说，平时小区门前的校车有 40 辆之
多，还不算私家包租的出租车、网约车。当然，
也有不少家长是自驾送学的。

天山河畔花园小区的东门是水城路，对
面就是高档楼盘仁恒河滨花园小区， 这两扇
大门的区域设了好几个校车停车点。 好在校
车都是即停即走的，否则车队势必十分壮观，
马路上也停不下。 原来水城路的上界沿两边
都划满了黄线，不许停车，后经与警方商量得
到了支持，辟出了几处专门的停车点。除了在
马路边，有的校车还可停进小区大门，方便小
朋友上下车。

据我观察， 每辆校车都配备了一位带教
老师和一位驾驶员， 给予学生尤其是幼儿特
别的关照。放学的时候，小孙孙乘坐的校车从
园门出发，经黄金城道、古北路到我们这两个
小区，需要三刻钟，比我那时骑自行车从南市
老城厢到彭浦地区厂里上班用时还要多。 为
了便于联络， 家长和老师专门建立接送微信
群。 一个小朋友，进群的家长竟多至六七个，
包括父母、外公外婆、爷爷阿娘。 群里每天早
晚发布车程时间公告，车到哪里？ 路况如何？
谁要在哪里上下车？ 乘不乘车……信息及时
方便。一到接送点，带教老师一边要与家长寒
喧问好、 接洽事宜， 一边还要把幼儿抱上抱
下、安排座位、系好安全带，对闹情绪的小囡
还要好言安抚。可见，带教老师和驾驶员很辛
苦，安全责任也是很重的。

大部分的校车都是统一的黄颜色， 远远
就可以看见。 校车虽有大小，有的二十多座，
有的十多座，但是样子大多是“大鼻子”冲出
的，和我们在国外看到的一样。还有的校车就
是大巴士，可坐四五十人，好像是中小学校学
生乘坐的。不论是何种车辆，大大的“校车”和
“停”字标记均十分醒目，时时在提醒过往车
辆注意“让校车优先”。

从校车的铭牌看， 比我想象的范围大得
多。既有长宁区的，也有闵行区、青浦区、松江
区、浦东新区的，甚至有金山区杭州湾的学校
（我怀疑是金山区吗？ 真的每天这么远跑来
回？ 抑或学校的名字叫金山区杭州湾？ ）说到
车身上写的学校和幼儿园冠名，“世界”“国
际”是少不了的，也有公司名称如万科，中国
名人如宋庆龄、包玉刚，也有中文的外国名字
如哈比、乔治，或者干脆用外文，直接写“阿梅
来啃四果儿” 的美国学校， 最普遍的是写明
“民办”和“双语”。 大概是为了便于外教认识
小朋友， 幼儿园还把小囡的名字进行了 “洋
化”，变成了英文名。不过不管叫什么名字，到
了打开校车门小孩子欢叫着扑向家长的时

候，又变成了统一的名字：宝宝！
有人可能会说， 校车这点事没什么稀奇

的，我却因孤陋寡闻感到十分新鲜。想起过去
我小的时候，由于家里经济拮据，校车与我是
不搭界的，托儿所、幼儿园我没有去过。 印象
中 1050 年代时， 就像家里很少有电话一样，
绝大部分的幼儿园、学校是没有校车的。校车
是家境比较好的人家的小囡， 或者是当时有
自办幼儿园的机关小囡坐的。 那时的校车其
实就是一辆黄鱼车，上面摆几个小凳子，考究
一点的用木板打一个“车厢”，小囡面对面分
两排坐在里面，颠颠簸簸地在弹夹路上走过，
孩子们却是满满的幸福感！当然，那时我们也
无缘看到高档的幼儿园。

现在， 小孙孙能够坐着这么好的校车上
学，有这么多校车集聚在家门口，这是以前做
梦也想不到的。从家门口的校车也可看到，我
们的国家发展日新月异， 现在大家的生活水
平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越来越好。衷心感谢改
革开放， 感谢党和国家的英明政策！ 想想过
去，看看现在，心里有点酸酸、甜甜的感觉，说
白了式为我酸、为孙甜！

文 张端恒（上海花城）

什么是长者风范？ 上海老年大学的江晨
清校长把它归纳为十六个方面，六十四个字，
即：仪表端庄、举止大方、宽容礼让、细语轻
言、厚德慈祥、秉直开朗、明理守序、规范有
章、好学博闻、睿智向上、约法诚信、坚持信
仰、家事国事、铭记不忘、纯真人间、大爱无
疆。 这六十四个字基本上道出了长者风范的
内涵和要求。

孔子在“成人说”里也谈到长者风范，把
它高度概括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论
语·宪问》）因为是文言文我们不易读懂，经江
校长细说就明白了。

所谓长者风范，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如何
做老人、 如何做长辈。 中国有句谚语：“活到
老，学到老，一生一世学不了。 ”此话不假，既
符合哲理，又符合真理，可谓金玉良言。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新旧迭代是始
终不变的规律， 新的事物终究要代替旧的东
西。 我们老人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
与社会一同前进。 千万不能成为鲁迅笔下的
九斤老太，念念不忘：老子九斤，儿子七斤，孙
子五斤，一代不如一代踏步守旧。我们要迎着
太阳，向着光明，不断求知学新，做一个既有
外表形象， 又有素质内涵的光鲜闪亮的阳光
老人。

那么，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品质、有品
德、有品格和有品位“四有”老人呢？如何全面
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和内涵呢？ 参加老年大
学是一条很好的途径。

在老年大学里，你可以学到文化知识、科

学常识、政治法律，可以了解世界形势和国家
大事， 也可以学些写写画画、 休闲娱乐的技
艺。 当然，我们老年人毕竟精力有限，不可能
样样都学，样样都能学好，要根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和条件，有选择地进行学习，才能事半功
倍，大大获益。

船到码头车到站， 我六十岁准时按点退
休，单位为照顾我能慢慢适应退休生活，回聘
一年，可以晚点上班早点下班，做点零头零脑
不紧不慢的工作，一年后正式退休。 此时，女
儿也到了婚期，买房子、搞装修、购家具、操办
婚礼等，他们上班没空，我里里外外跑个腿，
忙得不亦乐乎， 就这样忙着忙着一晃几年过
去了，我也已六十五岁了，真的感到人老了，
坐等抱外孙做祖辈了，一日三餐无所事事，不
是看报纸就是看电视来打发时光。 为了充实
退休生活， 我与夫人一起去长宁区老年大学
学习，她学书法我学画画。

夫人原来是学校的语文教师， 写了一辈
子粉笔字，有一定书法基础，入门很快。隶书、
狂草、颜体、毛体等样样学，很有长进，是书法
班班长，经常参加书法展出。 有一次，他们学
校举行老年书法展览，她获得第一名，多年来
奖状奖品一大堆。

我是搞设计的，熟悉线条，绘画无非是线
条和色彩两个元素。 在老年大学老师的指导
下，我很快掌握了线条和色彩的融合。我专攻
牡丹，写意、工笔、白描、泼墨、抽象等样样画，
也画出了小名堂， 老朋友们戏称我是 “牡丹
王”。

这样画着画着， 一不留神又几年晃过去
了，年已进入“七零后”成古稀。我本来就深度

近视，一下子视力锐减，描不准线条，调不匀
颜色，无法继续绘画，只好悬笔封画，与绘画
恋恋不舍地告别。

老年人要有长者风度，多做实事、多做善
事，多做自己力所能及有利社会的事，万事放
得开，不斤斤计较，面对现实，笑对人生，过好
每天，这就是我的人生信条。愿天下所有的老
年人胸怀坦荡，浩气长存，做一个既有仪容仪
表，又有素质内涵的阳光老人，树立起长者风
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