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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彭朝文

本报讯 公安部取消申请小型汽车
驾驶证70周岁年龄上限，老年人学车
再无年龄门槛。这项政策能否激发老
年人的学车热情？子女们持什么态
度？昨天，记者进行了采访。

“我家有两辆车，其中一辆闲置了
很长一段时间。家里老人给我提过学
车的想法，学会后自己出行更方便，也
能让闲置的车发挥作用。”昨天上午，家
住市区曙光街 15 号院的市民张女士
说，她父亲今年69岁，学车的事儿已被
提上日程。

市汇通源驾校总经理郭明力说：
“在我们驾校，老年人报名学车的并不
多。3年前，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报了
名，但上车后总是感觉害怕，眼力也跟
不上，后来自己放弃了。”

他说，老年人学车考虑的因素比较
多，政策放开后，不仅对70岁以上的老
人是利好，也会重新激发70岁以下老
人的学车热情，未来可能会产生一个新
的增量市场。

在平顶山市三弦驾培集团，来自湛
河区北渡街道的刘先生正趴在窗口填
写报名表，他今年已经71岁了。工作
人员一边为他办理相关手续，一边给他
讲解针对老年人学车推出的一些贴心
服务。

“刘先生去年就打电话咨询过报名
学车的事，他已经70岁了，不符合当时
的政策要求。11月20日政策放开后，我
第一时间联系上他，这不，今天就来报
名了。”三弦驾培集团董事长闫利东说。

针对老年人学车的数据，闫利东以
三弦驾培集团在市区的31个校区、县
区的60个校区为模型做了统计：县区

60岁以上老人报名的极少，政策放开
后变化不大。市区的稍好些，在光明路
三弦印象校区，今年以来50岁以上报
名学车的有568人，占7.54%；60岁以上
326人，占4.32%；70岁以上的只有刘先
生一人。“政策放开后，市内各校区老年
人学车的咨询电话明显增多，针对这一
市场需求，我们准备推出老年专班，专
车接送，保证报名的老人都能顺利拿
证。”他说。

记者了解到，对年逾七旬的父母考
驾照问题，不少子女都持反对态度。

在高新区工作的张女士表示：“我
不会让父母去考驾照的，毕竟他们的年
龄大了，反应能力肯定不如年轻人。”

家住惠泽园小区的市民刘先生表
示，家里有闲置的车辆，家中的老人身
体也很健康，也是一名有证的老驾驶员
了，平时让他开车他都不愿意，接送孩

子的时候都是骑车。“我曾经问过父亲
为什么不开车，他说年轻的时候喜欢
车，但那时家里条件不允许。现在虽然
有车了，但身体条件又不允许了，记忆
力、判断力、反应力都在下降，这个时候
开车出去，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
是对他人不负责任。”刘先生表示，他很
支持父亲的想法，不赞成老人学车。

不过，也有市民表示支持老年人学
车。他们认为，生活条件好了，老人的
身体素质也在明显增强，国家放开年龄
限制，是希望更多符合条件的老人享受
开车的便利，当然这是需要前提条件
的，那就是身体条件允许，老人们一定
要量力而行。

一位市民表示：“有些人认为老人
开车事故率高，我不赞同这种说法。交
通事故和年龄没有多大关系，我支持身
体条件符合要求的老人考驾照。”

考证年龄突破70岁上限，老人的学车热情咋样？

市区学开车的七旬老人不多
有的子女反对，担心父母年龄大了反应能力下降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文/图

家住湛河区九里山街道光明社区
86岁的李瑞老太太，每天的日子充实
又快乐：早上5点起来给全家做饭；每
天至少爬一趟7楼；每天按摩泡脚，坚
持多年；读书、练毛笔字、养花。

■年轻吃苦老来福

12 月 17 日上午，记者气喘吁吁地
爬上7楼的顶楼，正在读书的李瑞老太
太走出来，亲切地招呼记者坐下。老太
太满头银发，气色红润、精神焕发。

李瑞老人是宝丰县粮食局的退休
职工，退休20多年来，一直随小女儿宋
爱红在市区生活。“儿女都很孝顺，养
老金年年涨，现在就像在天上过哩！”
老人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李瑞老人生于宝丰县一个普通农
村家庭，半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是奶奶
用面糊把她喂大的。她从小聪慧，跟着
做中医的父亲背药名，跟着哥哥们背三
字经、百家姓，上过几年学，还学会了打
算盘。她 1956年参加工作，后来成为

大营粮店的会计。她工作踏实，任劳任
怨，还当上了宝丰县人大代表。不幸的
是，刚过40岁，丈夫就因病离世，她独
自将三个孩子抚养成人。

“你不知道那时候多受累。缺吃少
穿，我瘦到70多斤，去县里开人大会，
穿的还是补丁裤子。”回忆当年，老人感
叹“现在的生活真享受，得好好活着”。

■按摩泡脚重养生

李老太除了血压有点高，身体没啥
毛病，这得益于20多年来养成的良好
生活习惯。

“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泡一壶
茶，简单洗漱后，就开始馏馍、炒菜，等
家人起来吃完饭上班走了，我开始做按
摩保健操，从头到脚，整套做下来一个
多小时。”

女儿女婿劝她不要早起做饭，可她
觉得“能给家人做饭、收拾屋子，觉得自
己还有用，感觉很开心”。女儿女婿看
她做得高兴，也就由着她了。

燕麦片配牛奶是李老太的早餐标
配，隔天再吃一个鸡蛋。上午看家中没

菜，她会下楼到附近的超市买些豆腐、
青菜等，准备好午饭的食材。有时看家
里没面粉了，她会买一袋 10斤的面粉
提上7楼。邻居帮她提，常被她婉拒：

“没事，我这是锻炼哩！”
每天下午近 4 点，老人要下楼锻

炼。“我每天都到小区健身器材广场锻
炼，拉拉腿，搓搓颈和腰，倒着走，再与
老人们聊会儿天。”老人说，“住在7楼，
这一上一下，也能逼着锻炼身体。”

此外，每天晚上泡脚和按摩是老人
雷打不动的养生课。一边看电视、一边
泡脚，热水盆里常放一些艾叶或喝剩的
茶叶。“泡脚强似吃药，有利血液循环和
睡眠。”老人说，睡前她会把面部和头部
再按摩一遍，用十指梳头一百下。

“每天坚持不懈，把身体锻炼好了，是
全家的福，也让孩子们安心工作。”老人
说。

■养花练字怡性情

李老太的卧室里老物件不少，但收
拾得整洁有序。床头的墙壁上挂着一
幅“厚德载物”书法条幅和两幅小楷“益

寿歌”，皆为“李瑞 书”。近年来，在女
婿的鼓励下，李老太重拾儿时的毛笔
字，练起了书法。

“练字挺好的，可以锻炼大脑，保持
好心情。”每天午休后的一个多小时，是
她的练字时间。她将废弃的文件装订
成册，在背面练习小楷。看她爱上了书
法，女儿女婿为她买来了练字本。如
今，李老太抄写的保健知识读本已有
30多本，书法水平也得到了提升。

李老太还有一个爱好是养花。她
家的窗台上、阳台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
绿萝、兰花、常青树等，花盆里种着辣
椒、藿香、十香菜，房间里也摆满了绿萝
和吊兰，绿意盎然。老人笑呵呵地说：

“我数了数，一共养了173盆花。”
宋爱红说，母亲常常说，每天的时

间都不够用。这些年因为有母亲在，回
到家感觉很温馨。她从母亲身上学到
了很多：自律、恒心、善心、童心。

快中午了，李老太执意留记者在家
吃饭，做她拿手的手擀红薯面。她麻利
地起身来到厨房，戴上袖头和围裙，洗
了手，开始和面、擀面……

86岁李老太：每天安排满满，充实又快乐

◀李瑞老人在练书法
▼李瑞老人在浇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