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 18Elderly Weekly

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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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会”是 50、60 后退休一族喜好的话
题，深宅一个半月后，群里以书会友的乐龄
人按捺不住聚会的心，蠢蠢欲动。无奈之中，
群主灵机一动：在特殊时期，既然一众人来
自各行各业且各有所长，大家何不互通有无，
举办晚八点档的一小时“云讲座”？并戏曰：
自家群中“圈粉”。

一听这等新鲜事，大家无不拭目以待，
看群主如何吃这口“螃蟹”。

第一期“讲座”群主亲自上阵，针对群
特点，他取历届高考题目，“咬文嚼字”考
各位国文基础，大家抢着你论我答、热闹非
凡。接下来一轮是关于古今常识，一小时成
了个人素质的大比拼，F兄荣登榜首，赢得众
人仰慕。几轮欢“聚”之后，新一轮“聚会”
进入了实用性话题。

群花小 L 好诗词、擅朗诵，业余沉迷于
古籍的研读，她被钦点讲解 《红楼梦》 人物
的话题。“讲座”用文字和语音结合的方式，
尚未开始就已吊足大家胃口，连远在西半球
的 Z姐也浮出“水面”。

随后，群主又开发群里的智库，一轮轮
特色“讲座”如：话剧欣赏、摄影分享、律
政知识、生活乐趣、写作秘笈等渐次出台，
为群友间自由分享创造了机会，众人听说互
动，高潮迭起，寓教于乐，欢快的 60分钟总
令人欲罢不能。

二十余位群友本素昧平生，云讲座增进
了相互间的了解，如今它正成为大家发光发
热、共同进步的“共”舞台。在提倡终身学
习的时代，尤其在抗“疫”的宅家生活期间，
如此缘“聚”，不亦乐乎！

云讲座

    今年春节后的一天，我接到协会秘书处通
知：2月 3日起暂不上班。2月 8日，又接到通知，
下午有手机视频工作会议。视频会上，秘书处负
责人告知大家，当前抗击重大疫情下，我们还有
段日子不能上班，所以采取宅家“云办公”方式，
开展各项工作。
我们协会有 500多家会员企业。作为负责协

会信息工作的我，宅家“云办公”，意味着随时要
听取秘书处安排，汇集信息，拟写通知以及撰写
报告等日常事务，还要出刊协会月度报纸。由于
不像以前面对面接受任务，必须消化领悟工作要
领，关键是不可偷懒不能拖沓，克服宅家“惰性”，
确保工作正常开展。

宅家一个多月，我从键盘下发出了 7篇公
文，有会员企业捐款捐物汇集、为医护人员献爱
心倡议书、开展疫后法律咨询服务通知、受疫情
影响专题调研电子问卷、会员企业防疫期间复工
建议、疫情期间上门维修服务人员防控要求意
见。我们向上海市经信委、市商务委和市工经联
递交了《会员企业复工等情况的报告》。2月底还
通过网络与排印公司排版校对，出了协会报纸，
得到了得到了协会领导的首肯和广大会员企业
的好评。

3月 23日复工，我们收到了上海经信委致
协会的一封感谢信，对抗击疫情中，主动配合市
经信委排摸挖掘、调查研究、收集汇总生产企业
信息，复工复产情况统计，落实惠企政策等系列
工作表示肯定。

对自己在全社会抗击疫情这场特殊的战役
中，坚持践行协会“服务政府、服务社会、服务企
业”理念，宅家努力“非接触性工作”，我欣然。

云旅游

    宅家的日子，总想往外跑。那天，我正想
拉门出去，背后突然传来稚嫩的吆喝声：“站
住！”孙女用抓痒的“不求人”把我“顶”回
客厅说：“宅在家里就是参与全民抗‘疫’！”我
说：“爷爷宅着没事干。”她接口特快：“那
你也到我们云课堂来上上课呗。”好啊! 我本来
就在好奇:她每天怎么从书房“爬”到云上去的，
给她上课的老师也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半天下
来，我弄明白了：云上课，就是收看电视里的教
学节目，然后通过电脑连线自己的任课老师交作
业批作业，如此简单，咱也行啊！

我于是跟她商量:爷爷挑自己感兴趣的课
试试？她点头同意，但强调说“每天的第一课
必须上”。她心目中的“云上第一课”，是每天
8点 50分开始的升国旗时间，我当然参加啦。
但那天课后，她批评我，说我立正姿势不正
确，还没有敬队礼，怪我“不严肃不认真”。
我“狡辩”道:“爷爷不是少先队员呀？”她没
作声，熟练地打开 iPad，找出去年国庆大游行
时，受阅老兵们坐在敞篷车上敬着军礼的镜头
让我看，说人家老爷爷不也敬军礼嘛。我陷入
沉思：自己年少时也曾经是少先队员，现在，
升国旗时敬个队礼，也顺理成章啊。

那天下了云课堂，我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军训”，从立正、稍息、齐步走，到敬队礼、
唱国歌，跟着她练了不知多少遍，她抹着
汗，我也抹着汗，相拥着笑出声来。我
因此心生感慨，孩子们心里的“云
上第一课”，又何尝不是家长们的
必修课？

    武汉于我，有一份挥之不去的情愫，我父亲

曾经担任长航客轮会计，对我念叨最多的就是我

从未去过的汉口。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客运轮

船宽敞开阔票价适中，为旅客和出差人员所青

睐，上海十六铺码头整天人来客往热闹非凡，从

那里登船，上水 4天到武汉，下水 3天返上海，是

最为常见的旅程。

本来想今年去武汉的，突如其来的疫情暴

发，阻断了旅行的所有途径。感谢云旅游的平台，

让我云游了心心念念的城市———武汉。

被称为“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自古商业繁

茂，1923年被设立为中国第一个直辖市，1924年

1月落成的江汉海关大楼，总高 46.3米，雄伟大

气，是为当时汉口的地标性建筑。

到武汉的第一站是去历代文人争相赞誉的

黄鹤楼。黄鹤楼坐落在武昌蛇山之巅，登临这天

下江山第一楼，“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

流”，李白的名句脱口而出。我站在武汉长江大

桥，感慨天堑变通途，遥望龟山电视塔，心旷神怡

“极目楚天舒”之际，毛主席多次畅游长江力挽狂

澜的伟岸身姿，油然在脑海浮现。

闻名遐迩的武大樱花是一定要去看看的，没

有了人流的采摘践踏，风姿绰约美得不可方物。

离开了人间仙境，我走进熙熙攘攘的汉正

街，捧起人气美食热干面，欢快闹腾的生活气息

扑面而来。

疫情尚未完全结束，云游武汉，同样可以帮

助我圆梦。待到山花烂漫时，再约朋友，4小

时的高铁即可抵达武汉，届时和武汉来个亲

密接触。

编者按：
本期的

几篇文章，记
录了在特殊时期，人们

“在云上”生活的种种：无论是坚持
“云办公”还是和孙女一起“云上
课”；文学群的朋友能者为师，在
“云上”自办讲座；至于“云相会”
“云旅游”，更是让人大开眼界。

不管是生活中多姿多彩的
“云”，还是天上五彩缤纷的云，都

是上海抗“疫”中一
道特别的新景观。

    来势汹汹的疫情，破坏了我
计划中的南通之行。
去南通是为见小婉。我和她

相识于马尼拉，那时同为独行爱
好者的我们，临时起意，一同游
览塔尔火山。岂料，1月 12日下
午，当我们离开火山不久，发生
了数十年未遇的火山喷发，专家
预测或会引发地震。回国航班大
面积取消，于是我带着小婉去
菲律宾另一城市宿务暂避了几
天，终于熬到警报解除，我们才
得以登上返回祖国的班机。
平飞在云端，小婉的头枕着

我的肩入睡。患难与共的历程
火速催生着彼此的情意。
“新冠”疫情之下，我和她

只好在“云间”相互守望。有一
天，她发来两幅图片问我：掐丝
珐琅画哪一幅好看？我告诉她：
我偏向于下面那幅。小婉说：
“下面那幅是‘五福祝寿’，上面
那幅叫‘凤凰于飞’，我比较喜
欢上面的。不过，可以都买回

来。成品价格贵，我要从网上买
材料，自己做，正好消磨宅家的
时光。”

小婉在政府所辖的会展公
司工作。4月 1日，南通援鄂医
疗队凯旋。和同事们在市府楼前
迎接英雄的热烈场面，她第一时
间用视频传给了我，并附八字：
春花烂漫，迎君归来。那是我第
一次见她穿工作服的模样，举止
大方，美丽依然。
“待全球疫情结束，我要去

塞尔维亚。”小婉的语音显露其
可爱的一面，“这次我国派了许
多专家去那儿援助，还送去大量
物资。下次我们去那里旅行，当
地人肯定会很友好⋯⋯做‘攻
略’的任务就交给你啦！”我满怀
欣喜，随即在百度搜索框输入
“贝尔格莱德⋯⋯”

通沪铁路一期通车在即，
“云上”诉衷肠终将画上句号。
我俩深感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
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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