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到
老年，表面
看，似乎开始“脱离社
会”了，与社会上的人和
事越来越少地发生关
系。其实不然。因为空闲
时间多，与社会上的人
和事打交道的机会反而
多了，并且复杂性也在
增加。老年人必要的社
交活动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否要多管，怎么
管？是“有一分热就发一
分光”地管，还是“与己
无关，高高挂起”？这里

的情况复杂多样，
不可一概而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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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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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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惠国

! ! ! !我退休后的“闲事”是拍新闻照，就是曝光不
文明现象，投给报社。

前些年，光复西路上的路灯几乎全部破损，夜
晚一片漆黑，加上路面坑坑洼洼，上中、夜班职工
途经叫苦不迭。我接到线索后，赶去拍了一张路灯
破损的照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没想到的是见
报第二天，供电局就来装灯，几十盏路灯全部更
新，当夜这条马路大放光明。附近居民夸我做了一
件大好事。

一次，我去拍屋顶鸽棚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的
照片。我到了现场，周边居民纷纷向我诉苦，说晒
的衣服上全是鸽粪，屋顶上冲洗鸽子棚的污水天
长日久造成墙壁开裂，平时不敢开窗，气味很重。
照片见报后不久鸽棚被拆除了，几十家居民给报
社送去一面锦旗。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鸽棚是当地
一位派出所副所长托人养的，知道后我还有点后
怕，生怕管闲事弄出点事来。

我的闲事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闲事变成
乐事，何乐而不为？

我用相机管闲事

! ! ! !现在社会上有人把“搀扶跌倒的老人”、“追捕小
偷”等行为，贬为“管闲事”。家里的小辈也会时不时
提醒老人：出门在外少管闲事。对于这样的奉劝，我
是不以为然的。

!"年前，我老伴突发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此病
凶险）。医生接诊，建议马上手术抢救。同事邻里知道
后，迅速组成 !"多人的陪护队伍，白天黑夜轮流值
班，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老伴死里逃
生。康复后的老伴，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别人帮
了我，我也要去帮别人。”

于是，她当起了志愿者，做迎世博的宣讲员、做垃
圾分类的督导员、做青少年校外辅导员、做化解纠纷的
调解员……“闲事”一做就做了十几年。!"#$年，她被市
民以网络投票的方式评为“上海十佳社区志愿者”。
在老伴的影响下，我也当上了志愿者。一年到头

居委、街道里的各类公益活动，总有我们夫妇俩的身
影。可以这么说：“管闲事”管出了我们老夫妻精彩
的晚年生活，成为一对比翼双飞的志愿者。

比翼双飞的志愿者

! ! ! !随着时代进步，“管闲事”的内涵已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过去弄堂里东家长西家短的那种管闲事。现
在的“闲事”大多是社区里的好人好事，其实质就是
志愿服务行为。

我居住的小区里爱管“闲事”的居民多得很。独
居老人叶老师，每天晨练时，总带着一块抹布擦拭花
园里的座椅，让伙伴们休息时可以放心落座，几年如
一日。退休工程师沈工，坚持每周一次为老年人读
报，他的读报还带解释，有声有色，他要有事脱课一
趟，那些老伙伴们就牵记他。老协会黄阿姨为解决老
年人修脚问题，四处奔波寻找扦脚师傅。业委会老阮
整天关注小区里物业管理等等。正是他们管起了社
区里的“闲事”，我们的生活才充满阳光。

我退休以后也是“闲事”不断，先是参加居委工
作，现在担着“楼组长”的头衔。一有活动要发通知，
文明创建要查卫生，小区治安要轮值巡逻，还负责居
委会信息报道，天天忙得不亦乐乎。这些年的“管
闲事”让我悟出一个道理：管社区“闲事”，你
会感受余生的价值，体味帮助别人带来的
喜悦。

社区里%闲事&不闲

能不管(就别管

邻居家里闹了矛盾，有些老年朋友喜欢去“管闲
事”，批这个，帮那个，似乎在做好事，其实很可能在帮
倒忙，或火上浇油。

你对人家家里头的利益关系并不清楚，只凭自己
的主观判断插手别人的事，到头来，别人两口子晚上
睡一个枕头，和好了，反过来怪你多管闲事，把人家自
己的事搞僵。你何苦来着？

有的时候，别人只不过嘴上说说而已，其实自有
安排，更不想张扬，你却自作多情，主动帮他们去争，
去抢，去放话，去传话，弄得人家很尴尬，反而迁怒于
你。这就叫自作多情。

自作多情是老年人常有的一个坏脾气。因此，我
的观点是：别人家的闲事———当然是无关紧要的事，
能不管，就别管！

文!明方

文!李文淦

文!周宝妹

! ! ! !所谓“闲事”%词典里的解释有二&一是与自己
无关的事；二是无关紧要的事。闲事要不要管？无
关紧要的事生活中俯拾即是，应当评估自己的能
力后而有所不为。我每每在菜店、超市看到一些主
妇挑拣蔬菜时兜底翻挑，又是拗又是剥的吃相，心
中虽愤愤，却还是“屏牢”不响。因为，我曾批评那
些挑拣过头的主妇，遭来一顿奚落：“噶欢喜管闲
事？吃饱了？要管也不是侬来管。”吃过一次亏，我
学乖了。
老人有闲，遇见“闲事”的概率高。正确处理的

方法是，看似闲事其实并非闲事之事，你得掂量一
番，有能力有智慧，你才能去管。比如见人摔倒了，
怎么扶？公交车上发现小偷，怎么提醒被窃者？这
不仅需要勇气，还有技巧。又比如出门散步，见
狗随地拉屎，见有人随地吐痰等等，你管还
是不管？自以为，此刻你只能眼开眼闭，
这些闲事你管不了。

文!叶不识

有些%闲事&不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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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年前，我退休回到社区，毛遂自荐当上镇里
宣传、关工、老龄、交通、卫生、治安等七八项志愿
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发现自己经常顾此失
彼，身体也出现了“透支”。这就引起了我的思考，
怎样才能管好闲事？是“广种薄收”？还是“精种高
产”？我想还是扬长避短为好。我业余写作 '(多
年，擅长是写作，曾发表过上千篇的新闻作品，这
是我的强项。想明白了，我只保留了镇里宣传条线
的志愿者，辞去了其他条线的志愿者。

我把“闲事”定位在弘扬精神文明和社会美德
上，一心一意地釆写发生在我身边的新闻人物和
新闻事件。写成的新闻稿发送给各级媒体，竟获得
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数百篇稿子变成了印在报上
的文章。

更令人兴奋的是，我报道的诸多新闻人物，有
的当选为全国慈善之星，有的获得上海市孝亲敬
老模范的殊荣，有的成为区里的新闻人物、镇里的
十佳人物。每当得知采访对象获奖的信息，收到他
们的真诚感谢时，我感到我的“闲事”管得好，管得
值，心头充满了喜悦之情。

文!朱扬清

管闲事也要扬长避短

! ! ! !平心而论，我是一个不喜欢管闲事的人。中年时
大病一场，退休前能正常上班就上上大吉了。但我还
是管上了闲事。说来有点被动，所在居委会第一任书
记是我朋友，她是沪剧票友，她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的办法凝聚入住不久的新居民。她知道我曾是专业
演员的底细，一上任就叮嘱我：“阿康，黄马甲（马路
执勤）、红袖章（小区巡逻）我不让侬做，但主持活动
侬要撑我一把。”
这一撑，就撑了 $)年。票友书记卸任后接任书记

还是没放过我。居民区的纳凉晚会、歌咏会、表彰会、
迎春团拜会，只要是聚会，主持人一定少不了我。居委
会活动室坐不下几百号居民，我们的会场不是中学礼
堂，就是机关会场，甚至是区文化中心的剧场。小区里
藏龙卧虎，居民们拿出的节目让人不敢相信是居委会
级别。我的主持当然很专业，穿针引线、插科打诨、即
兴访谈，现场“火花”频闪，总能赢得掌声一片。

有位居民对我说了一句干脆话：“侬就是阿拉小
区里的曹可凡。”

小区里的%曹可凡&

文!阿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