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听爷爷讲故事

王文浩的童年是伴随着爷爷奶奶、姥姥姥
爷的故事长大的。每到农闲时分，老人们就喜
欢在院子里摆上吃饭的矮方桌，开始他们的人
生故事会。他们平凡而又独特的生活经历如同
岁月的画卷，在王文浩的心中徐徐展开。他爱
听这些平凡又新奇的生活琐事——

姥爷十八九岁时，为了给家里烧煤，和小伙伴
要拉着架子车去几十公里外的地方。来回几十公
里的路程，几乎没时间歇脚，中途能停下来吃口饭
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晚上两人就在路边的大门楼
下睡一夜，天亮继续走。空车去的时候还好走，回
程的时候重重的板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而家里
人往往会算准时间，牵着牛到村口去迎他们。

爷爷在村里教过十几年书，中间也出去打过
工，虽然看上去是很平凡的人生，但王文浩听起
来也觉得很有意思。“这就是他一生的经历，都是
平凡生活，但让我看到了那一代人的努力。”

    年高考结束后的暑假，王文浩拥有了
自己的手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手机记录
下家里四位老人的故事。这个想法得到了他们
的积极响应。

老人们非常看重每次记录。每次开始之
前，他们都会郑重地梳洗一下，换上最好的衣
服。在方桌边，爷爷坐着躺椅，奶奶坐着高凳，
正襟危坐，对着桌上的手机镜头缓缓道来。

王文浩将记录转写成 万多字的文稿，用
方便老人看的 号字打印出来。爷爷就坐在家
中的沙发“专座”上，戴着老花镜，拿着一沓稿
纸，身体前倾，一页页认真地翻看。

二 埋下一颗种子

有一次正在录制时，邻居家的老太太来串
门，看到这一幕很好奇，奶奶说明了原委。“我
明显能感觉到奶奶很骄傲，邻居老太太很羡
慕。”王文浩说，这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他想，既然可以给自己家里的老人记录，就能
给其他老人记录，这不仅能保留下他们那一代
人平凡而伟大的个人故事，也能使老人的精神
生活得到慰藉，对年轻人更是很好的教育。

那年暑假过后，王文浩进入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就读。  月间，他看到国家出台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提出，
“将为老志愿服务纳入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和高校学生实践内容”。这给了他很大的启
发。的确，现在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老人吃得
饱、穿得暖，但精神生活却相对贫乏。

“我感觉这个事情可做。”王文浩想，为自
家老人记录人生故事是出于孝心，为其他老
人做则是一种为老志愿服务，可以满足老人
的精神需求。但自己有心，老人是否需要？
王文浩行事积极而谨慎，寒假期间，他参加了
县团委组织的大学生返乡社会实践活动，有
机会走进城镇社区，接触到很多老人。他进
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基础调研，结果发现很多
老人都是独居，平时也没有年轻人聊天，他们
有很强烈的被倾听、被记录的愿望。

“既然这种需求有普遍性，我就寻思着这
件事能更好、更长期地去做。”他说。

三 组建全能战队

开学的时候，王文浩就着手组建团队。
他先找到了同学院的好友赵贺斌，两人下课
后一路聊到食堂，边买饭边聊，王文浩语速飞
快地讲述着为老人记录人生回忆录的想法，
赵贺斌听着，觉得这个主意太棒了。两人又
马不停蹄地找到另一位同学呼延婷，大家也
是一拍即合。

晚自习结束后，三人一起商量，觉得仅靠
他们的力量远远不够，还需要各方面的能
手。说到做微信公众号，他们想起在学院
宣传中心服务的同学王怡菲，当即给他发
消息，约他见面；想到做海报设计和     
设计，他们又想起本学院的闵雄同学，再发消
息联络……后来项目用的    就是当时找
闵雄做的：一卷胶卷，三根拐杖，结合而成“忆”
的字形。

就这样，不同专业的同学们聚拢在一起，
成为一个互补全能型的团队。    年暑假，
团队成员开始把设想变成现实。当时他们分
散在河南  个地市，彼此无法见面，每天只
能通过不停打电话、发语音和视频“疯狂”交

流、碰撞。王文浩说，自己每天晚上都给团队
成员打电话，在家乡的小河边，边散步边通
话，打过电话再开网络会议。不沟通的时候，
他就在电脑上写东西，写到深夜。

无法聚拢，团队就决定在各自的身边先
做，并在网上召开了一个声势不算小的启动
仪式，有   多人参加。

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又发现很多新问题
需要注意。比如，每次去采访老人至少要两
人，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这是团队中学法律
的同学的建议；记录的时候，要拍照、录音，留
存足够的信息资料；可以借助当地政府组织
的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推进，保持
行动的合法性等。

这群大学生志愿者的创意和行动得到了很
多人的认可，尤其是学校老师。暑假结束后，项
目被评为省级优秀品牌项目，团队得到非常大
的鼓舞，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进来。

四 记录时代缩影

“每一位老人，无论他的一生光辉还是平
凡，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王文浩和团队在
为老人记录人生回忆的过程中，听到了许多

令人感慨万千的故事。他们深深感到，曾经
在书本上学过的历史落了地，也让他们在成
长道路上获得了更多的滋养。

比如，他们访谈的一位老人参与过红旗渠
的建设，这位当年的“铁娘子”回忆了当时一个
惊心动魄的细节：半山腰修渠时，一个女孩推
的车太重，一直往悬崖边滑，旁边的人拼命大
喊让她放手，她却怕损坏了集体的车，舍不得
放，直到撑不住了才松手，手一放，车就掉沟里
了，再晚一点，人估计也一起下去了。这些生
动细节让年轻人们仿佛置身于那个火热的时
代，深刻地感受到红旗渠精神的伟大，也深深
体会到，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既要有想拼敢
拼的劲头，又要有能拼的实力和正确的方法。

老人们的故事也让年轻人看到，艰苦的
岁月里，他们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用
勤劳的双手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位出生在黑龙江省拜泉县的老人是家
里第一个孩子，没有读过一天书，由于家境贫
寒，年纪很小就开始帮家里做农活，唯一的愿
望就是家里的人都能吃饱饭。  岁时，他当
兵入伍，人生轨迹就此改变。当兵数年后，他
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大杨树札兰河垦荒种
试验田。在他的努力下，先是种黄豆取得了

成功，后来又尝试种植小麦、玉米和蔬菜，都
取得了成功，并被大规模推广。这也成了老
人一生的荣耀。

为这位老人记录的温淳善是河北东方学
院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专业    级学生，
老人的人生让她感慨万分：“过往岁月是一本
厚重的历史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现在
的生活是一碗平静的温水，须防温水煮青
蛙。我们不能在前人的功劳簿上躺平摆烂，
唯有奋勇前行，方得始终。”

五 收获珍贵记忆

每一位老人都非常珍视访谈的机会。有
的老人会提前半小时到小区门口等待，谈话
结束后，也一定要坚持送志愿者们下楼，目送
孩子们上车。访谈前，团队一般会先发一份
提纲给老人，很多老人都将提纲仔细看过，反
复思量要讲的事情。讲述时，有的老人身体
不好，但志愿者劝他们休息，他们总是说“把
这个说完”“把那个说完”。哪怕是很多年前
的生活细节，老人们都记得非常清楚，志愿者
们经常听着听着，就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老人
们讲述的世界里，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思考。

有人来倾听自己的人生故事，老人们都
特别开心，也特别喜欢这些主动接近他们的
年轻人。有一位老人，每次志愿者们离开的
时候，都坚持让他们一人拿一个苹果再走，取
的是“平平安安”的寓意；还有的老人在访谈
后，专门为这件很有意义的事创作了一首十
六字令；多数老人都会精心地写上一段话发
给志愿者，以表达自己的感谢与快乐。

比如最近王文浩收到的这条：“穿暖衣，
吃饱饭，老了无事闲着转，总想写点回忆录，
无奈手拙难实现。晚报看到王文浩，能助老
人做志愿。满心喜悦来联系，热心相约来见
面。一老一少很投缘，见面双方都喜欢。赞
他年轻有理想，敬老助老来实践。自愧不如
当代人，八十二十齐向前。——两个六十年
前的大学生老党员写于    年  月  日。”

很多志愿者在此之前，并没有和自己的
爷爷奶奶有过深入交流。参加志愿活动后，
这些年轻人发现，他们竟在无意间拉近了与
家庭和家族的关系。一次，一名志愿者突然
缺席了一场重要活动，也没有解释原因。事
后大家才知道，她是回老家参加奶奶的葬礼
了。令她特别感激的是，因为参加这个志愿
者项目，她才和奶奶有了最后一次交流，也是
唯一的一次长时间交流，留下了弥足珍贵的
记忆。

六 影响百万学子

不少志愿者参加项目后，将信息传播开
来，又吸引了更多志愿者联系加入。王文浩
认为，这本身就特别有意义，“只要有更多的
人知道这件事，就会有更多的老人被关注被
倾听”。目前，已有来自全国   多所学校的
    余名大学生加入进来，为上千位老人记
录了他们的人生故事。

    年暑假的社会实践项目结束后，志
愿者活动也曾进入过一段“混沌期”。为了维
持项目运转，王文浩做过兼职，在学校操场上
摆过摊卖过饮料，也投入了自己的奖学金。
在他看来，未来这件事怎么做，怎样做得更
大、更好，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在项目中获得
发展，仍需要不断地摸索。

为此，王文浩始终在寻找一种模式，让项
目能合理合法可持续地存在。多方探索后，
他接触到社会企业的概念。“社会企业是一种
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的企业形
式，其核心特征在于追求社会目标而非自身
利润最大化。”这令王文浩深受启发，在他看
来，为老年人撰写人生记录，本身就是一种产
品，并且有不少老人愿意为此付费，通过社会
企业的方式获取维持项目运转的资金，可以
让更多老人从中获益。王文浩将他的思考和
团队成员沟通，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再次明确了方向之后，王文浩带领团队
注册了公司，通过有偿的增值服务维持项目
的发展。他们计划为老人提供更加个性化、
多样化的服务，比如用  为老人的故事创作
插画，让老人们的回忆更加生动有趣。

谈及未来，王文浩和他的团队充满了信
心，他们希望到    年，能影响百万大学生，
服务  万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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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在自家窑洞旁的小院中，
摆起一张小方桌，倾听爷爷奶
奶讲自己平凡而多彩的人生
故事，这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学生王文浩儿时记忆最深的
生活场景。

读大学后，王文浩把脑海
中的这一幕变成一个为老服务
项目。他组建的“康乐忆享”志
愿者团队迄今已吸纳7000多
名大学生，走到上千位老人身
边，倾听他们的故事，帮助老人
整理回忆录超43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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