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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2018年的尾巴上，过去的这一年，我过得怎么样？定下的计划完成了吗？许下的愿望实现了吗？保
持身体健康的节奏了吗？有哪些成功与失败、收获与遗憾？

2018年，无论是平平淡淡，还是跌宕起伏，我们都将它提炼成一个关键词，围绕这个关键词来说一说自己的生
活与故事，本期的乐活，我们找到身边的六位老人来说一说今年都做了什么，留下了些什么，你也可以试着以此方
式来总结自己的2018。

杨延年 86岁

退休30年仍坚持学习
今年在核心科技期刊发表论文

12 月 27 日上午 10 点半，家住石峰区田
心街道北岭社区杜鹃小区的杨延年，已经在
书桌前伏案学习了，桌子上摆放着他最近画
好的图纸。尽管已经 86 岁高龄，可他思路
清晰、眼不花耳不聋，谈起自己的科研成果，
话匣子根本停不下来。

杨老说，2018年，他在国内核心科技期
刊《变压器》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和长沙理工
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周腊吾发表了论文《论联
结组相量分析规律及其应用价值》。这可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1988 年从中车株机公司电工岗位退休
后，他可一天都没闲下来，一直坚持学习、研
究。原本计划结合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写一
本电气维修方面的书，但随着学习的深入，
他转变了方向，将精力投入到发明创造中
来，并先后获得了4项实用新型专利。

尽管不会用电脑，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在
科研路上的执着追求。因为在杨老看来，学
习和年龄无关，只要保持一颗好奇心和求知
欲，在任何年龄都能出科研成果。

最近这几年，杨老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变
压器的联接组研究上。为了掌握国内最新
研究科研成果，他找亲戚借来论文和书籍
看，看着看着，他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一些矛
盾和不合理的地方。为了搞清楚、弄明白这
些问题，2012年—2013年，他走访了华中科
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湖
南大学等学院，找学院的老师们探讨这些问
题。2013年，他还在湖南大学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2010级3—4班，教学了三相变
压器联接组“时钟式相量分析法”。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杨
老的论文终于发表了。他说，这
篇文章就是变压器联结组的一
个顶层设计，是该领域的突破
性的研究。目前，他正和人合
作将此研究更深入一步，预计
明年会出研究成果。

尹秉华 80岁

耄耋年华，收集客家山歌
为社区写歌谱曲

“金花花，银花花，滨江是朵向阳花
……”12月25日，天元区泰山路街道滨江社
区的声乐教室内，80 岁的尹秉华带领着 40
多名合唱爱好者正在排练《滨江是朵向阳
花》。女声部、男声部、合唱，一字一句，尹
秉华站在指挥台上精准地指挥每一个声部：

“这首歌曲将要在滨江社区的迎新晚会上首
演，不能有半点马虎。”

其实，尹秉华从20岁开始，一直在收集
炎陵客家山歌，已经收录了1500多首，还出
了一本《炎陵飞歌》。“哪里有炎陵客家山歌
的消息，就会去哪里，直到自己走不动了。”
尹秉华说，他创作的客家山歌已经有100多
首，也是湖南省客家山歌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他还创作了许多儿歌、通俗歌曲，有40
多首在省市获奖。

“我喜欢音乐、唱歌和创作，生命的意义
都是音乐赋予的。”尹秉华说，他在滨江社区
生活已经有10年，从炎陵县文联退休后，就
一直住在“这个温暖有爱的地方”，他还一手
策划组建了合唱队。

说起创作《滨江是朵向阳花》，尹秉华
说：“我们有自己的合唱队和舞台，却没有属
于自己的歌曲。”今年11月的一次排练结束
后，用走下合唱队练习室10级楼梯的时间，
尹秉华决定为社区创作一首属于“滨江人”
的歌。

被颈椎病困扰的尹秉华坚持晚上创作，
白天找灵感。有时候伏案久了，连笔都拿不
起来，尽管如此，80岁的他却在一个礼拜内
高效地完成了创作。“朗朗上口的歌词和曲
调，很容易被记住。”合唱队 68 岁的队员苏
阿姨说：“这歌一定会在滨江传唱起来！”

尹秉华的创作还在继续，他想如果精力
允许，将继续发挥自己的专长，为每一个社
区创作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周孟佳 70岁

义务巡逻保安全
她是居民心中的“最美邻居”

周孟佳老人年已古稀，却有着 14 年志愿服务经
验。在周老住的天元区大湖塘社区里，她算是一位红
人，因为大家都说她好、有什么困难都愿意找她倾诉。

邮政新村是老社区，没有物业，为了请保洁人员，
周孟佳主动请缨挨家挨户收保洁费。今年 8 月到 12
月的四个月时间里，每天晚上，周孟佳都和邻居一起
穿上马甲，戴上红袖章，排成路队开始巡逻，夏天的时
候，辖区里许多放暑假的孩子看着这支队伍十分好
奇，“孩子们说你们怎么捡垃圾，又要别人别横穿马路
哦？你们是干什么的？”周孟佳回忆，孩子们看见每次
总有人夸这支队伍，“你们是在做好事！”就主动要求，
能不能加入队伍？“后来，真的有几个小朋友由家长领
到社区来，要求加入巡逻队，来一起制止不文明行为，
保持街道卫生干净。”周孟佳说，因为这些活动，有一
次还遇到了正在散步的市领导，对方掏出手机要和周
孟佳合影，“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他说创文复检的
工作离不开我们市民，非常感谢我们这些社区志愿
者，他还说很感动我们老年人这么热心，加入创文复
检的队伍。”周孟佳欣然答应与市领导一起合影，对方
说：“我们都在做一样的事，都是为了株洲更美，都是
为了家园更美。”这让周孟佳备受鼓舞。

周孟佳说，自己做的都是芝麻蒜皮的小事，不值
一提。可她的邻居，85 岁的颜奶奶却逢人就夸周孟
佳，“真的多亏了周老师，这是远亲不如近邻。”

原来，颜奶奶家与周孟佳的家仅一墙之隔，颜奶
奶老伴过世后，因为没有生育子女，颜奶奶只能一人
独自生活。这样的情况下，周孟佳有意地多去串门，
并帮着老人剪头发，这一剪就是十多年。

社区里的老人越来越多了，周孟佳说，“子女们都
是养家糊口、为事业奔波的年纪，有些老人的子女甚
至在外地，回来更不方便。”周孟佳认为，老年社会里，
大家要生活得舒心、和谐还是要更多依靠社区、朋友，

“我们邻里之间能帮就多帮点，像我身体还不错，就愿
意多做一点。”

六位株洲老人的年终总结

谭学坤 80岁

用毛笔写18本回忆录
他希望留点“故事”给后代

阴雨连绵的冬日，80岁的谭学坤带着6本手写
回忆录来到株洲晚报，他对记者说：“这是我 2018
年整理的一部分内容，2019年还会继续写下去，希
望能给后代留下点什么。”谭学坤从小就喜欢书
法，直到如今，写作也都是用毛笔。

回忆录记录了谭学坤儿时的生活、近年的生
活点滴，还有关于株洲的地名传说、风土人情。谭
学坤说，年轻时遇到过不少困难，因为要照顾3个
弟弟，他放弃资料员工作回乡，最终凭着勤劳挺过
了难关。他希望晚辈了解祖辈经历的岁月，从中
汲取精神养分；希望更多人知道身边的老故事、老
地名。

“2016年开始动笔，2018年写了10本、近10万
字。”谭学坤写作时对以前的人和事记忆犹新：1959
年，开始修谭家山到渌口的铁路，19个大队近万村
民日夜赶工；1961年铁道地工委组建洲坪铁厂、南
阳桥矿砂厂……这写回忆录，不仅是他个人及家人
的写照，也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株洲人
的生活由贫穷到富裕、由艰辛到幸福的历程。

谭学坤出生在雷打石镇伞铺村，他从小热爱
书法、诗词，对历史文化也很感兴趣。他看到城市
的快速发展，旧城已面目全非，很多老街、地名更
换甚至消失，觉得非常可惜，所以决定在有生之
年，把家乡的老地名和老故事，记录下来。翻开一
本《伞铺风情》，他说，伞铺其实应该说成“散步”，
听长辈们口耳相传，清朝乾隆皇帝曾到过此地，当
时曾在一处田地散步，当时人们就称其“散步
田”。后来，当地有几户做伞的人家，手艺比较好，
就慢慢把“散步”，说成如今的伞铺。当地还有个
铁篱村，则是相传当年乾隆来此，用铁丝做篱笆，
让百姓行至铁篱处止步。

谭学坤认为，株洲这么多老地名，每个地名背
后有什么典故，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希望有
更多人加入进来，共同圆梦，为城市留下更多回忆。

王增光 68岁

热爱毅行、用行动
关爱自闭症儿童的“年轻”爷爷

身着运动服，脚蹬运动鞋，戴着帽子、背着
背包，天虽然下着雨，但68岁的王增光仍撑着
伞快步走着。退休8年的时间里，王增光不仅
坚持参加了6届徒步湘江环保毅行活动，还关
爱自闭症儿童，连续三年带着自闭症儿童参加
徒步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王增光第一次接触毅行是2012年，当时他
还只是一个参与者，用两天的时间走完了毅行
全程。那次之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年
年参与活动，而且从一个普通的参与者变成探
路者，跟其他一些徒步爱好者提前为毅行的线
路踩点，制定最科学的线路。

2016 年，王增光结识到一群自闭症儿童，
他被这些纯洁如一张白纸的孩子们感动，于是
设法帮助他们。为了唤起更多人的关注，他连
续三年带领自闭症儿童参加徒步湘江毅行活
动。

2018年的徒步湘江环保毅行，王增光又带
着一批特殊的孩子出发了。他们其中有患脑
瘫、唐氏综合征、自闭症等疾病。13岁女孩玥
玥走路时一直在咬牙，身体晃动有些不稳，每
走一段，就要坐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她幼时因
为黄疸导致脑瘫，进而全身瘫痪，智力发育迟
缓，7岁才学会走路，每走一步都要用全身的力
气，但在王增光的陪伴和鼓励下，她艰难地完
成了10公里徒步。妈妈刘育文说，虽然玥玥平
常很少出门，但她性格乐观、开朗，喜欢和小朋
友一起玩，喜欢亲近大自然。

除了爱好徒步，王增光还是晚报义工联的
志愿者、株洲蓝天救援队的成员，他会和团队
成员一起进社区、进校园，为大家普及急救知
识。

“我觉得即使退休，也要发挥余热。”王增
光说，重操旧业也好，颐养天年也罢，都是老年
人规划退休生活的选择。对于有意愿继续参
与社会活动、在事业上追求自我价值的老年
人，社会首先应该给予其足够的尊重与包容，
帮助其积极面对老年生活，发挥余热。

乐 观
谭衡玲 69岁

查出直肠癌后
积极面对人生周游世界

爱旅行、爱拍照、也爱文字，今年69岁的谭衡
玲是一位资深“文艺女青年”。她这样形容即将要
过去的2018 年的自己——走过了大江南北，去了
许多城市，见了这些地方的人和风景，也走出国
门，感受异国风情。

“其实，在几年前，我也是不爱出门的，带孙之
外，就看看电视，做做手工。”谭衡玲笑说，她穿着
红色上衣，披着桃色围巾，新做的红棕色短发，把
她映衬得非常精神，很难将她与一位癌症病人联
想起来。2013 年，因为身体不适，她去医院检查，
却被诊断为直肠癌早期。“一下子就觉得人生失去
了意义，心思也变得重起来。”谭衡玲记得，那时，
一家人拿着诊断书一筹莫展，本来快乐的家一时

“愁云密布”了。
但生性乐观的谭衡玲，很快就找到了平衡点，

努力走出病痛的阴影，积极配合治疗，并开始改变
以往的作息和生活习惯，制定一些出行计划，努力
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加精彩。她记得，那时候，她就
想着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算是开阔心境的一
种方式。“年轻的时候整日忙碌，没时间出去玩，退
休后又带孙，现在不能让自己后悔了。”谭衡玲说，
也自那时候开始，她每年都会要去几个城市。

今年，她从青岛到内蒙古、从北京到天津，再
到广州，每到一个城市，她都会穿着最喜欢的衣
服，披上丝巾，拍上照片发到朋友圈，今年秋天，她
与同事相约去了缅甸、柬埔寨、韩国。她形容，
自己每去一个地方，自己的心境会不同，
想法也不同，心思也自然开阔了不少。
通过这几年的治疗，她的病情得到了
控制，而旅行，也给了自己笑对人生
的勇气。

“人生要过得有意义，不能因为
病了就让生活失去色彩。”乐观的
谭衡玲，也有了自己新一年的计
划，也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

（乐活编辑部/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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