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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来势迅猛的“银发浪潮”，谁
都无法置身事外。上世纪 60、70、80
年代出生的人，尽管家庭、职业、收入
水平不同，但他们面对养老这个问题
时都有各自的苦恼。

60后：开始考虑自己养老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一批人，如

今已陆续进入“知天命”的年纪，在工
作中有些人扮演着或大或小的领导
者角色。对于其中的很多人来说，他
们一边要照顾年迈的父母，一边也开
始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

今年 47 岁的刘振清在吉林省长
春市一家汽车公司上班，作为公司生
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每月薪
酬不低，是很多人眼中的成功人士。
然而一谈起养老问题，他就大倒苦
水。他的父亲前些年去世，70多岁的
母亲患有脑血栓，行动不方便，只能
请家庭保姆照顾。他一周去看望母
亲一次。

“我估计我老了，还不如我妈呢!”
刘振清说。前几年，在妻子和同事的
说服下，他把唯一的儿子送到澳大利
亚读书，眼看着快要毕业了，孩子却
希望留在国外工作。尽管十分不情
愿，刘振清最后还是尊重儿子的选
择，“希望儿子将来有个更好的发
展”。

现在令他欣慰的是，母亲的病情
比较稳定，他和妻子的身体也没有大
碍，日常生活算是比较安稳。但说到
以后，他表示压力很大。一来随着母
亲年龄变大，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越
来越需要他的照顾；二来自己的养老
也摆上日程，毕竟再过 10 年左右，他
和妻子就要面临退休，到时谁来照顾
自己是个严峻的问题。

“靠孩子是指望不上了，我俩的
养老只能靠自己。”刘振清说，他现在

已经有意识地留一些储蓄用作以后
的养老。他计划，以后首选还是在家
里养老，身体好就自己打理，行动不便
了就请人来护理，毕竟孩子以后不可
能长时间陪在身边。“实在爬不动，就只
能去养老院了。”刘振清无奈地说。

70后：工作太忙顾不上老人
三十多岁、四十岁刚出头的 70

后，已经渐渐成为社会各行业的中坚
力量。工作压力大、日常应酬多，是
这一群体的真实写照。对他们来说，
照顾老人变成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家住山东省济南市的李锐，在当
地政府机关工作。36 岁的他已经当
上科长，虽然官职不大，但属于着重
培养的后备干部。李锐说，每天的工
作就一个字——忙。“白加黑、五加
二”，对他来说是常事。

李锐的父母也在济南，已经退休
在家。尽管与老人住得不远，但李锐
很少有机会回家。除了白天忙不完
的工作，晚上一般都有应酬，有时是
陪领导，有时是朋友聚会，都不好推
辞，因此很难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妻
子除了上班，就是照顾 10 岁的儿子。
每天接送孩子上学，晚上陪着写作
业，也很难挤出自己的时间。

“前不久我妈生病住院，打了一
个星期的点滴，都是我爸在医院照
顾，我就抽时间去过两次。”李锐说。
看到父母日渐苍老，他也想回家多陪
陪他们，但总是被工作打断。

前些天，李锐在网上看了一个短
片，讲空巢老人晚年的孤独生活，深
有同感的他哭了。为了弥补自己的
愧疚，他暗下决心要求自己争取每周
都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他都大包
小包带一堆营养品。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父母现在身
体还不错，能够互相照顾。说到以后

父母的养老，李锐说压力很大，上有
老下有小的日子让他分身乏术、力不
从心，“过几年父母身体不好了，需要
人照顾时，日子肯定更累。”

80后：养老压力并不遥远
刚刚步入社会开始打拼的80后，

似乎离父母养老问题要远一些。然
而在采访中，一些80后的苦恼让记者
深有感触。面对高高在上的房价和
竞争激烈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要
不沦为“房奴”，要不只能“啃老”。对
于并不遥远的父母养老问题，“囊中
羞涩”的他们感到十分困惑，甚至有
人发出了“十年后，我的父母谁来养”
的感慨。

今年28岁的小刘已经在海南省海
口市的一家企业工作了4年，现在每月
工资在 4500 元左右，年终还有 1 万元
的奖金。应该说，这在当地算一个不
错的工作。2010年，准备结婚的他贷
款买了一套8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日子一下子就过得紧巴了。”小
刘说。为了这套房子，父母把这些年
的积蓄基本都给他用作首付了，而他
自己也把这几年的积攒用了大半。
2011 年 6 月份房子交钥匙后，小刘又
开始忙起装修，等搬进去时，他的银
行卡上只剩几千块钱。

小刘算了一笔账，每月刨去 2100
多元银行贷款和日常的生活开支，工
资所剩无几。说起父母以后的养老
问题，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刘
显得有些沮丧，“父母养老的钱都给
我买房了，我的钱刚刚够用，以后结
婚有了孩子，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想想以后，真觉得对不起父母。”

小刘告诉记者，他周围和他情况
类似的 80 后同事还有很多。他们多
数是独生子女，大都踏入社会不久，
靠着父母的积蓄付了首付买了房子，
开始漫长的还贷生活。对于正在变
老的父母，80后已经开始感受到养老
的压力，但办法却不多。社会化养老
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这一群体的现
实期盼。

摘自《瞭望》

三代人的“养老经”
贾立君

1982 年，简·卡尔森被任命为北
欧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 CEO。
在卡尔森刚上任的时候，公司正处在
困境之中，在一次顾客投票中，顾客把
他们评为了世界上最差的航空公司：
服务最差、可靠性最差、销售最差。

卡尔森经过研究分析，把目光聚
焦在了最关键的问题上：一切为顾客
服务。他把这个问题总结成一句话：

“关注顾客和员工们的每一次交流，把
每次的交流视为一个‘关键的瞬间’。”

据他估算，他们的公司每年大约
要接待一千万名顾客，平均每人接触
五名员工，每次 15 秒钟。卡尔森知
道，公司成败的关键是要能够调动起
一线员工的积极性，让他在接待顾客
中主动作出决定并采取行动，因为在
这 15 秒钟里，他们代表的是斯堪的

纳维亚航空公司。于是，他把这一刻
的重要性告诉了公司的所有职员：机
长、售票员、行李工和乘务员等一线
员工。“每一个瞬间、每一次交流都必
须最大限度做到亲切并且让人难以
忘怀。”他对员工们说。

卡尔森的 15 秒钟理论给公司带
来了巨大的效益，员工们都开始珍视
起了和顾客接触的这短短的 15秒钟
时间，公司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有
了根本性的改观。仅在卡尔森上任
一年之后，在同样的一次投票中，他
们的航空公司在这三项投票中被顾
客们评为了世界第一。

摘自《环球人物》

成功就在15秒
孙开元

这是生命基本的法则之一：任何
较高贵的东西都非常脆弱；树木的根
非常强壮，但是花则不然。花非常脆
弱，只要吹来一阵强风，它就可能被
摧毁。

人类的意识也是如此，恨非常
强，但是爱则不然。爱就好像一朵脆
弱的花，它很容易被任何石头压碎，

被任何动物摧毁。
生命更高的价值必须受到保

护。较低的价值本身就已经具有某
种保护。

石头不需要被保护，但是在它旁
边灌木丛里的玫瑰花就必须受到保
护。石头是死的，它不可能变得更
死，所以它不需要被保护。但是玫瑰

花那么活生生，那么美，那么多彩多
姿，那么吸引人，那就是它的危险，那
也是它的力量。

玫瑰花注定要遭受危险，或许被
人摘走，或许被欣赏时不小心伤害。

这就是花与石头的不同，花被摘
走，石头却不会被带走。

生命的更高价值有时就像一个
晶莹透明的水晶苹果，它是那么的惹
人爱怜，一旦碎了，却将无法弥补。
生命更高的价值应该被小心地保护
起来。才会让更多的人得到欣赏的
满足。

摘自《青年博览》

我们跟随一旅游团，到瑞士邻国
列支敦士登去旅游。因这次旅游，我
才对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有所了
解。

列支敦士登国家很小，整个国家
只有 37000 人，比我在国内住的小区
居民人口还少，但它却是欧洲最发达
的国家之一。几百年来，一直远离战
火，这里仿佛是一处世外桃源，人民
得到了很好的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一路上，很少见到人，就是路上行驶
的车辆也很少，大多数在路上行驶的
旅游大巴，也是来此旅游的瑞士和奥
地利的游客。

在首都杜瓦茨，大街上也很少见
到人。杜瓦茨的建筑都是一些很有
欧洲风格的老式建筑，几乎看不到什
么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导游指着一
幢毫不起眼的米黄色三层建筑对我
们说道，这幢大楼就是列支敦士登的
政府大楼。上面两层是首相府，一楼
是法院，楼下还有一个地下室。这
时，导游话题一转，卖起了关子，说

道：“请大家猜一猜，这地下室是干什
么用的？”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有的
人说是仓库，有的人说是会客室，有
的人说是放映厅，还有的说是商店。
说了许多，导游都说不对。导游笑着
说道，大家绝对不会想到，这地下室
其实是一座监狱，而且是这个国家仅
有的一座监狱。

导游这一说，让大家面面相觑，
张大的嘴合不拢了。导游说，这座监
狱最多关过一两个犯人，而且最多只
关几天，不会超过10天的。

导游随后给大家说了一个非常
有趣的故事：一天，为了迎接第二天
一个外国元首来访，列支敦士登首相
在办公室里一直忙着会谈的有关事
宜。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忙到晚上8
点多，肚子饿了，才发现早已下班
了。他下楼准备回家时，发现这幢大
楼唯一的一扇大门已经锁上了。于
是，他用力敲打铁门，希望喊个人来
开门。可是，喊了老半天，四周没有

一个人。
不知什么时候，从地下室摇摇晃

晃地走上来一个睡眼惺忪的人。他
边打着哈欠，嘴里还嘟囔着：谁呀?这
么晚了，还在这里噼里啪啦，把人家
的美梦都给打跑了。来人一边抱怨
着，一边责怪着首相。首相看到那人
手里还拿着一串钥匙，说道：我下班
了，请把门开一下。那人乜了首相一
眼，找出一把钥匙，然后把大门打开，
放首相出去。

首相边跨出大门，边笑着问道：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那人回答道：我
是关在地下室里的囚犯，顺便把守这
个大门。首相出了门，看到囚犯又从
里面把门反锁起来，就又问道：你现
在准备干什么呢？囚犯回答道，我把
自己关起来。首相若有所思地“哦”
了一声，然后消失在黑暗中。

导游说完这个故事，游客一下子
安静下来，大家似乎都沉浸在一种深
深的思考中。没有什么比“我把自己
关起来”更加具有束缚力了。难怪在
这个国家，如果发生了两个人在吵架
的事，那一定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特大
新闻。这里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干
净，干净得就像是一张婴儿的脸，纤
尘不染，让人心中充满怜爱。

摘自《品读》

我把自己关起来
李良旭

保护生命的最高价值
奥 修

2011 年 9 月 7 日，第 42 届“太平
洋岛国论坛”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
兰举行，来自 15 个太平洋地区国家
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应
邀出席。作为澳大利亚的首位总理
朱莉娅·吉拉德，也携男友蒂姆·马西
森兴致勃勃来参加此次论坛。其间
发生了一件令吉拉德尴尬的事，而她
在处置时所表现出来的大度，受到与
会者的赞扬。

出于安全考虑，主办方准备了两
辆 VIP 专车。一辆是为太平洋地区
国家首脑准备的，另一辆则是为首脑
配偶准备的。负责接送各国首脑的
专车司机叫李惠安，他于 7 日早上准
时将车开到首脑们下榻的酒店前，准
备送他们去参加会议。

参加此次论坛的太平洋地区国
家首脑，除吉拉德外均为男性，而吉
拉德作为澳大利亚首位女总理，又是
第一次出席该论坛，不免会让不认识
的人在接待时产生误会。

当吉拉德刚上了李惠安驾驶的
车，就听李惠安对她说：“这位女士，
这是为各国领导人配备的专车，您不
应该上这辆车，而是去乘坐那辆配偶

专用车。”李惠安的话，让吉拉德不知
怎样做才好，只是坐在那里讪笑。李
惠安见状，再次下了“逐客令”：“您为
什么还无动于衷呢？我已经很明确
告诉了您，这是为领导人配备的专
车，您应该去坐那辆配偶专用车。”这
让吉拉德更加难堪。关键时刻，吉拉
德的助手走上前去对李惠安说：“你
正在同澳大利亚总理讲话，她并没有
上错车。”李惠安一时愣住了，赶忙对
吉拉德表示歉意：“实在对不起，我真
不知道您是澳大利亚总理，还请您原
谅我的鲁莽。”吉拉德微笑道：“您的
敬业精神让我很感动，怨我没有及时
向您做出解释。好了，事情已经过去
了，希望您不要因此产生压力。”李惠
安连连说：“谢谢，谢谢。”

当此事传到新西兰内政部后，他
们认为：李惠安的粗陋行为，不仅伤
害了吉拉德的自尊，也丢了新西兰的
脸面，必须严肃处理。随后，内政部
发言人托尼·华莱士代表新西兰政府
向吉拉德表示道歉，并告知她，“犯错
的司机将不会再出现在论坛服务车
辆中”。

吉拉德一听就急了：“你们对待

那位司机的做法很不妥当，他的敬业
精神应该得到褒奖而不是受到处
罚。我请求你们，让他马上回到自己
的岗位上。这不仅仅是我，其他国家
领导人也一定这样认为。”

当晚，吉拉德又打电话给新西兰
内政部负责论坛安保的官员，请求
道：“如果因为我而处罚了那个司机，
我心里很不安。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他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应该让他重
返论坛的服务车辆中。”

在吉拉德的一再请求下，李惠安
最终得以继续担任驾驶接送各国首
脑专车的司机。第二天，他见到吉拉
德后，紧紧握住她的双手，激动地说：

“我不会想到，您竟然为了我这个一
文不名的小司机而去求情，我真不知
该说什么才好。”吉拉德说：“我并没
有刻意为你做什么，如果换了别人，
我一样会那样去做。”

与会的各国首脑纷纷赞扬吉拉
德在处理此事时所表现出的大度。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太平洋岛
国论坛似乎对于女性领导人的出现
还有点不太适应，这才发生了那名
男司机拒绝吉拉德女士乘车的小插
曲。不过，吉拉德女士并未因此而
心存芥蒂，而是以恰当的方式巧妙
处理了此事，她的大度大量，令所有
人 敬 佩 ，也 为 论 坛 留 下 了 一 段 佳
话。”

摘自《现代青年》

有一个在高级酒店工作的服务
生，经常看到客人开着名车来酒店，
每当看到那一辆辆豪华名车时，喜欢
车的他就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够
拥有这样一辆车。

有一天，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停
到了这个酒店的门口，从车里走出一
个大腹便便、神态傲慢的中年男人，
他下了车，用一种倨傲的眼神看了看
站在门口的服务生，用带有命令的口
气对服务生说：“把我的车给我好好
洗一洗，要洗得干净彻底，但不能把
我的车子弄坏，你千万要小心点，不
可以有一点差错。”说完就大摇大摆
地走进了酒店。

服务生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华
丽的车子，他站在车旁用一种喜爱羡
慕的目光打量着这辆车，越看越喜

欢，一边用手抚摸着这辆车，一边小
心谨慎地擦着车子，他擦得非常认
真，就像在擦自己最珍贵的宝贝一
样。当他看着自己擦好的车越发显
出一种雍容华贵的气派时，心里更加
羡慕这辆车的主人。他情不自禁地
拉开车门，想要坐进这辆车，尝试一
下坐这种豪华名车的滋味，享受一下
那种幸福舒服的感觉。

正在这时，酒店的领班走了过
来，对这个服务生毫不客气地严厉斥
责道：“你在干什么？想要坐这种车
吗？你难道不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
位吗？你只是一个服务生，这一辈子
恐怕也不会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何
况是这种名贵的豪华车呢？”说完，领
班用鄙夷的眼神瞪了服务生一眼，转
身走开了。

服务生听了领班的话，心里感到
一种被羞辱的难堪和气愤。领班的
话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在心
里暗暗发誓：为了坐上这辆车，自己
一定要争气，尽最大的努力，在有生
之年拥有自己的劳斯莱斯。

从此以后，服务生更加努力工
作。上天总是青睐那些有志气而刻
苦的人，经过数年的拼搏和努力，服
务生成为了最著名的影视红星，不仅
拥有了自己仰慕已久的劳斯莱斯，而
且还买了包括劳斯莱斯在内的五辆
著名的豪华名车。当他开着自己的
劳斯莱斯来到曾经做过服务生的酒
店时，那个曾经小看他的领班当时就
傻眼了，目瞪口呆地看着曾经被他羞
辱的服务生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做
梦也想不到在他眼中的穷小子会拥
有属于自己的劳斯莱斯。更让他料
想不到的是，他当时的那句羞辱竟然
给了这个服务生以激励的动力，成就
了今天的辉煌。这个服务生就是香
港著名影星周润发。

摘自《人物》

当女总理遭遇“拒载”
张达明

服务生和他的劳斯莱斯
尹成荣

海姆之所以能以“游戏”的心态
搞科研，完全源自他对事业纯净的
热爱。因为热爱，他才能以平常心
沉浸于事业中，也才总能心静如水，
从容应对一个又一个挑战与失败，
最终达到事业的顶峰。

2010 年 10 月 5 日 ，瑞典皇家科
学院将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
曼彻斯特大学 51 岁的安德烈·海姆
和 36 岁的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
以表彰他们在石墨烯材料方面的卓
越研究。在介绍两人的成就时，瑞
典皇家科学院不乏溢美之词：“他们
制备出石墨烯材料，向世界展示了
量子物理学的奇妙，有关成果不仅
带来一场电子材料革命，而且还将
极大促进汽车、飞机和航天工业的
发展。”并特别强调，“把研究工作视
为‘游戏’，一直是海姆团队的特点
之一，也使诺贝尔奖罕见地颁给了
一项‘年仅 6岁’的成果。”

实际上，海姆在 2000 年已经获
得过“诺贝尔奖”，只不过那次是“搞
笑诺贝尔奖”。因为他让青蛙在强
大的磁场下飞行起来，而获得此殊
荣。

当时，得知自己获得“搞笑诺贝
尔奖”后，海姆显得很兴奋，欣然在
众人面前演示青蛙如何飞行的全过
程——青蛙在强大的磁场下飞行起

来，完成此动作后，竟能若无其事地
像往常那样到田间抓蚊子吃。而就
是这个在常人看来很“搞笑”的研究
成果，却揭示了电磁学的一个经典
原理。现在，这一原理已被收入国
外大学的物理课本中。

海姆不仅能让青蛙飞起来，还
于 2003年别出心裁地模仿壁虎脚上
的绒毛，设计出了一种有着极小绒
毛的材料，使其达到壁虎脚上绒毛
的效果，然后将一平方厘米的“模拟
壁虎脚绒毛材料”安在垂直平面上，
竟支撑起了一公斤的重量。而一旦
给人装备上这种材料做成的手套和
外衣，就可以吸附在光滑表面，从而
成为“飞檐走壁”的蜘蛛侠。

海姆就是以这种好奇的游戏心
态，开辟出不同寻常的石墨烯发现
之旅。2004 年，海姆和诺沃肖洛夫
在一次“游戏”中偶然发现，可以强
行将性状类似铅笔芯的石墨，分离
成较小的碎片，再从碎片中剥离出
较薄的石墨薄片，然后利用普通胶
带粘住薄片的两侧，不断重复撕开
胶带。而在这一看似简单的过程
中，竟然得到了越来越薄的石墨薄
片，最终制成了由一层碳原子构成
的石墨烯。

实验成功后，海姆手舞足蹈地
对诺沃肖洛夫说：“在这一‘游戏’

过程中，你我都意识到一个关键性
的设备，那就是很普通的透明胶
带。如果我们告诉别人，说我们的
实验如此简单，恐怕没几个人会相
信，一定会认为我们是在说胡话。
因为，在这个复杂的年代，有许多
像超对撞机一样的设备可以使用，
而我们居然能成功地用透明胶带
就取得了这一成果，简直令人不可
思议。然而事实是，我们确确实实
做到了。”

海姆与诺奖评审委员会现场电
话连线时，他正在电脑前回复邮
件，当得知自己获奖后并未感到多
么意外。在接受采访时海姆说：

“我前一天工作到晚 9 时，因为压根
儿没想过能获诺奖，所以睡得非常
踏实。今天还要继续工作，完成上
星期没有写完的一篇论文。其实，
获奖并没有什么，也就是让你从一
个 研 究 课 题 跳 到 另 一 个 课 题 上
去。虽然仍会面临很多困难，但只
要用游戏的心态做下去，就会有意
想不到的发现，这要比一辈子研究
同一领域，寻找一些东西更有意
思。虽然获了奖，我仍会像平常一
样走进办公室，继续努力工作，继
续平常生活。”

海姆在谈起当年他曾被莫斯科
一所大学拒之门外时，呵呵地笑道：

“我申请这所学校失败后，就去一家
工厂做了 8 个月的机械工，其实这
样也非常好，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不管做什么工作，享受其中的乐趣
最重要。”

摘自《青年博览》

从“搞笑”到“诺贝尔奖”
一 鸣

王立群讲《史记》是出了名的，
他独辟蹊径，用史学家的眼光，以
故事讲解人物，以人物解读历史，
以历史启迪智慧，引起了强烈反
响。特别是他总结的人生“四行”
更是让人受益匪浅，家喻户晓，现
实生活中，他曾经运用自己总结的
人生“四行”化解了一个尴尬的局
面。

一次，王立群教授与中央电视
台的一位领导同行到西安某县城
考察。

王立群从武汉飞到西安，那位
领导从北京飞到西安。两人见面

后，还要一起坐几个小时的汽车到
达那个县城。在车上王教授一直
在思索一个问题：他曾经到西安的
那个县城讲过学，而且以他的知名
度应该会受到很热烈的欢迎，而这
位央视领导则不同，很多人对他都
不熟悉，很有可能搞成尴尬冷场的
局面，他不想让和自己同行的人心
里有任何不快。

不一会儿，王立群开始给这位
领导讲解自己总结的人生“四行”：
第一，你自己要行；第二，有人说你
行；第三，说你行的人要行；第四，
身体要行！一个人要干成事儿，少

不了这“四行”。其中最重要也是
王立群特别为这位领导强调的一
条是：说你行的人要行！不然这个
人不算行！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行
的人有一定的地位、身份、价值，这
样你也就很行了！

那位领导听了，连连点头，并称
赞道：“很不错，有道理！”王立群心
想这下好办了！

到达那个县城后，正如王立群
所料：县城的人团团围住王立群，
照相的照相，签名的签名，合影的
合影，而那位领导则被冷落了。过
了好大一会儿，人群渐散，王立群
忙走到那位领导面前说了一句话：

“因为你说我行，我才行啊！我行
是因为说我的人行啊！”那位领导
哈哈大笑，连连称赞王立群不愧为
大师！

摘自《启迪与智慧》

人生“四行”
常爱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