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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医生，您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我恳
求您再救我女儿一次！”74岁的丁新生正在
南京市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门诊坐诊，一
个年近花甲的男人突然进门跪下。他连忙
从座位上跃起把男人拉起来，回想起多年前
作为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赴盐城会诊
时救过的十几岁的病毒性脑炎重症女孩，正
是这个男人的女儿。

如今女孩已成家怀孕，但癫痫发作加
重，如果不能控制其大发作，很可能造成胎
儿缺氧死亡。当地医生使用三种药物后效
果不好，束手无策中父亲又辗转在南京寻找
曾经的救命恩人。准妈妈的病情需要药物
控制，但药物对胎儿的副作用非常大，不能
肆意应用。为了取得最佳平衡，丁新生对药
物做了精确增减，并嘱咐她随时联系以达到
精准治疗。几个月之后，婴儿降临，母子平
安，宝宝评分正常，一家人悬了半年多的心
终于踏实下来。

这样惊险的案例只是丁新生日常工作
的一部分。古稀之年，按理说丁新生早就应
该退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他觉得任何人
到了退休年龄，应该安享晚年。但他自己却

“言行不一”。
“做医生，年龄越大，经验越丰富。许多

患者对我十分信任，我还不能完全退休。”他
以老一代科学家为榜样，至今关注国际前沿
的医学研究。“我们这些人总希望报效祖国
或者为国家进步出点力。现在我身体和脑
力都还行，为什么不贡献余热呢？”

丁新生抽空就去学太极、练声乐，把安
享晚年和发扬专长相结合。看着别人追寻
兴趣爱好享受生活，他笑笑，“这就是我的兴
趣爱好。”2022年10月招聘平台“前程无忧”
发布的《2022老龄群体退休再就业调研报
告》显示，68%的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意愿
强。根据调研，34.3%的求职者通过再就业
补贴家用、增加收入来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
需求，其余65.7%的老年人希望寻求个人和
社会价值，或者发挥一技之长，继续追求职
业发展。

“年龄代表的是数字，不能完全定义人
生和选择。”周邗扬在朋友眼中一直比较前
卫，他穿着印满了史努比图案的黄色T恤，
手机套着亮黄色的手机壳，会和年轻人团建
蹦迪，像年轻人一样朝气蓬勃。他并不觉得
年龄是阻碍，“不用给自己设限，只需要让自
己的人生没有遗憾。” （新华日报）

“新老人”登场，改写“中国式养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江

苏每5人中就有一个60周岁及以
上的老年人，全省有1850.5万位老
年人，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最早
和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省份，老年人
口绝对数量居全国第二，老龄化率
居全国第六。

现在轮到“新老人”登场。他
们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
出生的一代人，青壮年时赶上改革
开放，踏上高考制度恢复的快车，
中年经历经济快速发展，晚年迎来
互联网时代。

一个时代造就一代人。特别的
一代人，怎么变老？记者在南京采
访了近20位老年人及相关人士后
发现，相对于上一代，“新老人”们的
经济基础、文化水平都有提升，他们
开始“破例”，主动改写传统养老模
式，从“为别人而活”转向尝试“为自
己而活”，享受“发自己的光”。

当直升机的舱门打开，一股强风冲
了进来，把66岁的严伟“撞”出一个激
灵。

解掉安全带起身，往前够着看一眼，
4000米高度下的海南岛早已经缩小成
了一张“地图”，铺展着城市、山脉和河流
的轮廓。

“3、2、1……”跳伞教练大喊倒计时，
严伟出发前的兴奋和激动，瞬间全换成
了紧张和慌乱。他已经被绑在了教练的
身体前面，悬在了空中。他是这次跳伞
的5人中唯一的老人，专程从南京赶来，
跳得好，是一次“壮举”，跳得不好，“一了
百了”。

还没反应过来，身体突然失重，以时
速200公里做自由落体，气压裹挟着巨
大的力量冲击身体，时间、记忆却好像停
止了——他完全懵住了。直到身体被伞
打开猛地回拽，似乎往天上飞了起来。
教练在身后拍拍他，他才缓过来。过了
一会儿，他张开手臂，像是在和云与鸟一
起飘。

“死也值了，这就是我去之前的想
法。”严伟对记者回忆时，仍难掩激动，跳
伞已然成为他最骄傲的一件事，为晚年
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签过安全免
责协议，尽管母亲和妻子十分反对，但他
仍决意孤注一掷，为最坏的可能做好了
心理准备。“我这一辈子，想做的都去做
了，没什么遗憾。”

这并不是家人第一次为严伟担心。
他在跳伞之前，已经摩旅了十几年。退
休之前曾是一家国营器材厂的员工，退
休以后，经常穿着一身骑行服，踩着骑行
鞋，带着装备，孤身一人就往边远的地方
去了。摩旅圈子进藏的8条路线中，他
就走过6条。还有新疆、黑龙江漠河、海
南，他骑行的终点遍布全国的东南西北。

一个人、六七十岁、十几万公里，这
背后可能有的危险他不是没有盘算过，
为此在第一次进藏前专门写下一封遗
嘱。每一次挑战归来，休整一段时间，探
险的快感又催促着他整装待发。

跟年轻人追求刺激和速度不同，大
多数老年骑手只是喜欢这种摩旅的自
由：不仅不受堵车影响，也可以随时停下
感受美好的风景。在追风中掌握方向、
速度，让他们重获年轻的感觉。

跟范明搭过夫妻，与焦俊艳演过母女，
和李雪健、闫学晶、陈晓、冯绍峰等人都有过
对手戏……2016年以来，西善桥老年大学
表演班的旷声宁参演了《底线》《那年花开月
正圆》等近百部影视剧作品。“弹幕常有人夸
我演得好，我也有‘粉丝’了。”

她从小就是文艺积极分子，退休后重拾
“表演梦”。整整一年多时间，她白天在课堂
上学“声台形表”打磨演技，晚上回家听相
声、看脱口秀、拍短视频释放天性。“我住在
秦淮区，每次倒公交过去上课，单程就要快
两个小时。”尽管奔波，旷声宁却乐此不疲。
从表演班“毕业”后，她又参加了声乐班、舞
蹈班、形体班，“每堂课都满员，每次来都拖
堂，学习氛围特别好，大家都一身劲。”

人生迟暮，享受人生成了最主要的功
课。江苏夕阳红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李中
婷告诉记者，近年来学校的报名人数增长很
快，疫情前最高峰达到了7000名学员。以
前以退休的老师为主，但现在各行各业的报
名人群都有，而且像声乐、舞蹈这一类的培
训班有时候还会“爆满”，报不上名。

“在老年大学，重新做回了学生，参加各
种活动团体，认识谈得来的朋友，经常参加
演出任务，精神愉快，不容易胡思乱想，孤独
感也少了。”正在老年大学学合唱的路秦茜
说。

生活中女性往往是照顾父母、子女等家
庭成员的主要责任人。在江苏夕阳红老年
大学，长期以来学校的男女学生比例是2：8，
女学生反倒在老年大学占绝对优势。

“你稍等一下，我涂个口红就来。”陈惠
像平常一样，拎着提前做好的饭菜进了父母
的家门，采访开始前，她从包里取出一支口
红，走进了卫生间，对着镜子稍微整理了一
下，再出来坐在记者面前。

母亲突发脑溢血送进医院，父亲还需要
照顾，她和丈夫就搬回这个老房子里住了半
年。半年里，他们全身心扑上去，不仅累，而
且对吸痰、翻身等养护操作很不熟练。“出院
后，我们就请了位住家保姆，母亲享受到失
能照护服务，我们才稍微能歇一歇。我觉得
我们思想要转变，照顾好家人，也要给自己
空间，把自己照顾好。”

现在，陈惠和姐姐每天带上刚做的饭菜
轮流来看望父母。不过她已经规划好了以
后自己的晚年生活，去老年大学上课、旅行、
做公益，让自己的后半程人生过得精彩。

风驰电掣中重获活力 把余生交给兴趣爱好 银发一族的人生转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