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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岁的退休老警官记录从警
32年的大案要案，成为中国版“华
生”；100岁的高龄医生免费咨询健
康养生知识；71岁的资深背包客10
年自由行走86国，用播客的形式分
享世界之美。

随着移动互联网对生活方式的
重构，互联网平台不再只属于年轻
人。在喜马拉雅，有一大批老年主
播正在通过网络发光发亮，实现自
身价值。

音频由于其伴随性强、易于学
习和传播，成为不少老年人分享生
活、传递知识的首选方式。据喜马
拉雅大数据，有超过5万名60岁以
上老年人在平台上当主播，其中男
性占44.28%，女性占55.72%，年龄
最高的已经100岁，专辑播放量最
大的超过5亿，年收入最高的可达
300多万元，粉丝最多的有250多

万。
文歆苒今年 71岁，居住在北

京，是一位资深背包客、环球旅行
者。从61岁开始，她用十年时间环
球旅行，抵达86个国家、458个城
市。她把路上的见闻与感受用播客
节目的形式，在喜马拉雅上与大家
分享。

在这档名为《奔七大妈五年自
由行走四十八国》的旅行播客中，她
分享了自己在东南亚、欧洲、印度等
国家的旅行经历，目前已有7万多
人收听。

文歆苒告诉记者：“音频比较适
合我们老年人做记录，老年人视力
不太好，文字记录不方便，音频只要
张嘴说话就能记录，很方便；‘说’的
方式也能让人很有激情，很容易和
听众产生共鸣。而且我年轻的时候
想当一名播音员，在喜马拉雅录制

音频，算是圆了之前的梦想。”
和文歆苒一样，来自天津的退

休民警冯基宇，也通过做主播圆了
年轻时的梦想。今年64岁的冯基
宇退休前是天津市公安局新闻宣传
中心主任，他当过农民、轮轴工人，
也曾是天津人艺的话剧演员。现
在，他根据自己32年的从警经历，
在喜马拉雅自编自导自演《中国刑
侦大案》音频节目。

冯基宇年轻时在公安局做的是
“随警记者”，穿着制服，戴着警衔，
时而在要案现场，时而在演播室。
他到过数不清的现场，拍下第一手
素材，有时他比110到得还快。退
休后，他总想着如何把这些真实的
警察故事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
解警察这一神圣的职业。

上喜马拉雅播讲《中国刑侦大
案》让他的这一梦想得以实现。“我
年轻时演过话剧，有朗读基础；另
外，音频制作手段简单，传播速度
快，大家收听也方便。”冯基宇说。

冯基宇说，如果不出意外，他的
《中国刑侦大案》会做到200集。他
觉得在有生之年还能把各个条线上
的警察故事通过采访、案卷写出来，
通过有声的方式传递出去，也算是
让这个默默无闻的群体“出圈”，让
他们在新媒体上再活一遍。

喜马拉雅创始人兼CEO余建
军表示，喜马拉雅将持续为老年群
体做好服务，运用科技力量弥补数
字鸿沟，让更多老年人共享互联网
发展的红利，助力老有所乐，为老龄
化社会建设添砖加瓦。

（央广）

寻亲未果，
耄耋老人慌了
车站这些好心人帮他回家

“谢谢好心人将我的老父亲平
安送回来，谢谢谢谢……”当福州火
车站“海峡情·王威服务台”客运值
班员林嵘接到了赵明锐家人传来平
安的消息时，才将一颗牵挂的心放
下来。

这件事要从6月1日说起。当
天19时许，客运值班员余玮娜接到
列车通知，达州方向开来的K1270
次有一位重点旅客需要交接，余玮
娜与服务台工作人员立即准备，提
前来到K1270次列车到达的站台等
候接车。当列车停稳后，余玮娜在8
号车厢将年过八旬的耄耋老人赵明
锐接了下来。

余玮娜与列车长交接中，得知
老人因“家庭琐事”，其子女为他购
买了一张前往福州寻亲的火车票，
在达州火车站，其子女托一位同去
福州打工老乡途中帮助照顾老人，
没想到，老人在列车上始终打不通
其在福州亲人的联系电话，顿时慌
了。

余玮娜了解情况后，立即将老
人接到客运值班室里，为老人递上
一杯温水。考虑到老人眼下举目无
亲，余玮娜又迅速向车间值班干部
汇报，联系当地救助站请求援助，并
在铁路公安派出所干警的帮助下，
由当班客运员任家伟护送老人到救
助站暂时安顿下来。

接下来两天，火车站工作人员
保持与救助站的联系，关注老人生
活身体情况，在老人寻亲无果的情
况下，征得老人同意，决定将老人送
回达州老家。林嵘通过老人提供的
信息，及时联系老人的家人，并将老
人返程的车次以及到达时间告诉其
家人。

6月3日上午，救助站工作人员
把老人送到火车站，铁路工作人员
办理了交接，扶着老人通过“绿色通
道”，将老人送上当日开往达州的
K1268次列车，并交代列车工作人
员照看好老人。

“这是我的电话，回家后报个平
安。”临别时，林嵘为老人戴好了口
罩，将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塞
在老人上衣口袋里，叮嘱路上有需
要随时找列车员，老人眼里含着泪
水，微微地点着头。

老人平安到家，家人给林嵘手
机发了短信，深表谢意。当林嵘第
一时间告诉了余玮娜和同事时，大
家满心怀高兴。

（综合）

存入志愿服务时间 兑换家门口养老服务

浙江首个“银色家园”建设标准实施

退休警官讲大案，百岁医生谈健康

5万多名老年人喜马拉雅做主播

“平时我为高龄老人服务，服务时长存入‘时间银行’，积分可以在银色家园兑换商品或服务。”桐庐
县王阿姨口中的“银色家园”，正在浙江悄然走红。

近日，浙江省首个“银色家园”建设标准发布暨“十百千万”幸福工程启动大会在桐庐农商银行
5060俱乐部举行。团体标准的发布为该省“银色家园”标准化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基层
样本，为养老服务探索共享资源、共商协作、共谋发展模式提供新路径，为助力“时间银行”志愿服务体
系健康运行起到正向可循环的积极作用。

去年6月，浙江省委老干部局
与浙江省农村信用社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全省首家“银色家园”在桐庐
挂牌。据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施建
荣介绍，目前，已有54个老干部工
作部门和农商银行结合当地实际建
立或正在筹备战略合作体系，携手
共建“银色家园”，在浙江形成了上
下联动、全域互动的全新局面。

今年2月，桐庐在省、市委老干
部局的指导下正式启动“银色家园”

团体标准制定。《5060银色家园管
理与服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由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共桐庐县委老干部局、桐庐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市标准化
学会共同起草。“我们以‘五能’标准
规范‘银色家园’建设。”桐庐县委组
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唐根云
说，《规范》从组织机构、人员要求及
制度、环境与设施设备、服务内容等
多方面进行规范化界定与要求，同

时明确“银色家园”在党建赋能、志
愿汇能、文化育能、服务享能、数字
赋能等五方面服务范围与作为。

根据《规范》，今后，志愿服务行
为也有了可记录、可分享、可激励的

“量尺”——一套价值量化标准。老
同志在提供讲座、义诊、理发、授课、
培训等服务后，按《规范》转换相应
积分并存入“时间银行”存折（5060
会员卡），用于兑换家庭应急服务、
代购商品、家庭保洁等相应权益。

图为冯基宇图为冯基宇

大会上还启动了桐庐农商银行
“十百千万”幸福工程，这是桐庐农
商银行与桐庐县委老干部局共同探
索的“银色家园”2.0版升级服务。

按照网格分片服务的模式，由
10个管理员、100个网格员、1000
个志愿者组成保障队伍，通过系列
举措为离退休人员提供精准化服

务，推动金融支持老干部志愿服务
“时间银行”体系建设，让幸福工程
走进千家万户。

在桐庐，一群平均年龄“70+”
的“校门爷爷”，多年来风雨无阻
地守护在凤川小学门口，护送孩
子们平安入校，成为当地一道靓
丽的“银色风景线”。启动仪式

上，桐庐农商银行与桐庐县委老
干部局共同签订老干部志愿服务

“时间银行”资助项目，为桐庐县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校门爷
爷”志愿者代表发放爱心服务卡、

“时间银行”存折，助力老干部正
能量行动。

（浙江老年报）

五个标准赋能

助老项目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