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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蓓 文/图

8月8日上午9点，气温已经
升至33摄氏度，今年72岁的周
国新出门开着车来到市区黄河
路办事。“这么热的天儿，开车出
门比骑电动车强多了！”周国新
边调节车内空调温度边说，作为
第一批拿到驾照的70岁以上的

“老司机”，他的老年生活因此变
得多姿多彩。

以下是周国新的自述——

偶然报个名
4个月拿证

从 2020 年 11 月 20 日起，公

安部取消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
动挡汽车、轻便摩托车驾驶证70
周岁的年龄上限。对 70 周岁以
上人员考领驾驶证的，增加记忆
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
保证身体条件符合安全驾驶要
求。这个政策出台后，我其实并
未在意，后来，我身边有个朋友
想考驾照，非要拉着我一起，我
就有些心动。

妻子几年前去世，独生女有
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随着年
纪越来越大，我越发感觉到应该
珍惜余生，好好享受生活。如果
有了驾照，我想出远门随时就可
以走，不用麻烦女儿。下定决心
后，2021年5月，在顺利通过了机

动车驾驶人考试报名前的记忆
力、判断力、反应力“三力”测试
后，我和朋友一起在一众驾校报
考C1驾照。

我退休前在单位从事技术
工种，每年都要参加理论考试，
所以，科目一考试我刷了几遍题
库后一次就顺利通过了，接下来
的科目二和科目三却让我感觉
有些吃力。

我有一辆四轮老年车，算是
有一定的驾驶基础，但真正到了
驾校考场，还是发现开机动车与
开老年车有区别。教练教的倒
库、侧方停车点位，我觉得记得
挺清楚的，但一上车还是有些慌
乱。在第一次科目二考试中，我
的朋友比较紧张，一直在我身边
念叨，搞得我的思路也有些乱，
最终没有通过。第二次参加科
目二考试之前，教练张俊锋骑着电
动自行车带着我熟悉考场，给我讲
了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嘱咐我一
定要有平常心。我调整好了心
态，考试似乎也变得简单起来，
这一次我一把就过了。

科目三我也考了两次才通
过，后来总结了一下，还是心态
不稳的问题。2021 年 9 月，我顺
利通过科目四，看到考试成绩通
过的那一瞬间，我心里别提有多
高兴了，出了考场，我就开始与
朋友讨论买车的事儿了。

买辆MPV
自驾去钓鱼

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钓
鱼，以前经常和妻子到市区周边
钓鱼，一般都早上吃完饭出发，
晚上回来。

2021年11月，我买了一辆小
型MPV，与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
去南阳丹江口水库、三门峡等地
自驾钓鱼，体会到了说走就走的
畅快。现在，我几乎每个月都会
与五六个朋友一起，开车带着帐
篷、炊具、生活用品等到水库边
露营，一玩就是一星期，甚至十
天半个月。

有了驾照后，我觉得自己的
老 年 生 活 质 量 得 到 了 很 大 提
升。今年7月1日，我和8个老朋
友一起自驾去洛阳鸡冠洞玩了3
天。与同龄人在一起，没有孩子
的打扰，沟通也很顺畅，玩起来
感觉特别舒适。

开车近一年，我也总结了一
些开车的经验，就是不能怕人多，
要胆大心细。一开始练车时，我
专门驾车到菜市场、开源路、劳动
路附近“溜达”，锻炼自己的反应
能力和对车距的判断。不过，老
年人开车一定要随时关注自己
的身体状况，确保身体健康才能
开车上路，如果出现头晕、血压
高等情况，千万不要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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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科学 文/图

8月8日上午，天气炎热，市
区平安大道和鹰城大道交叉口
西侧一家不起眼的洗车店门前，
满脸汗水的马朋飞正在为顾客
洗车。用水枪冲洗车身、用拖布
蘸上清洁泡沫擦车、再次冲洗、
和老父亲一起把车擦干……他
干活儿相当利落，动作娴熟，看
不出是一名装假肢的残疾人。

马朋飞是卫东区申楼街道
王斌庄村民，2005年在外打工遭
遇车祸致左大腿截肢。前去回
访的残联工作人员问他如今还
有什么需求，他说，挺好的，真不
需要啥。

以下是马朋飞的自述——

免费安装假肢
生活重燃希望

年轻的时候我在山东打工
当保安。我也是个有点想法的
人，打算以后自己创业。但天有
不测风云，2005 年我遭遇车祸，
左腿从大腿处截肢。回到平顶
山进行后续治疗时，母亲接受不
了，突发脑出血也住进了医院。
父亲在医院楼上楼下来回跑着
照顾我和母亲，家里气氛低沉到
了极点。

刚出车祸时我才22岁，很绝
望，感觉没有将来了。家人、朋
友都劝我，以后的生活还得继
续。慢慢地我想开了：母亲都因

为我急得病了，我要是再不站起
来，父母咋办？我得站起来。

大概半年时间，腿恢复得
差不多了，突然有残联部门工
作人员找来，说要免费给我装
假肢。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咋知
道我的事的。从那之后，我就
开始用残联给我免费量身定做
的假肢。一条假肢价值一万多
元，这十几年已经换过四次了。
说实话，要是买的话，家里真是
负担不起。

刚装假肢时不适应，走路容
易把残肢磨烂，夏天捂着，钻心
地疼。但时间一长我就慢慢适应
了，起码能干一些轻点的活了。
残联又打电话来，说有专门为残
疾人开办的免费按摩培训班，学
了以后能养家糊口。老师教得仔
细，我学得也用心。学成之后，残
联推荐了实习的地方。我在市区
一家按摩店干了七八年。

生活能够自理
开办“辉煌洗车店”

按摩属于服务行业，越是节
假日顾客越多，收入还行，就是
时间不自由，一个月只能回家一
天。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在外
地，一个在市区，都忙。父母年
纪大了，平时得有个孩子守着
家。我家在平安大道路边上有
块地，就想利用起来，开个洗车
店。一是时间自由，能照顾家
里；二是洗车不需要啥技术，就
是下点力气受点累，不怕。

2014 年，添置了简单的设
备，洗车店开起来了，很小，我给
它取名“辉煌洗车店”，也希望以
后的日子能越来越好。一开始
人不多，但毕竟临着路，开车过
往都能瞅见。慢慢地，顾客开始
多了。我洗一辆车得20多分钟，
车缝里都慢慢一点点擦。人家
钱给你掏那儿了，你洗不干净，
自己心里都过不去不是？洗一
次车十几块钱，生意好的时候一
个月也能收入两三千，知足了。

农活儿不多的时候，老父亲
也来店里帮忙。父母都 70 多岁
了，母亲脑出血偏瘫，如今已恢
复到生活能勉强自理。父亲去
年 9 月份脑血栓，我在医院陪护
了半个月。但是总的来说，这几
年生活还比较平稳，没啥大事。
对我来说，稳定就是最好的事。

我也有愿望，就是过好自己

的生活。愿望不能太大，现实一
点比较好，将来给父母养老，我
自己慢慢往下走。我现在没事
就看书，看小说，还有以前学按
摩的资料书，没丢，说不定哪天
都能用上。这两年受疫情影响，
洗车的人不多了；附近又开了一
个加油站，免费洗车，对我的生
意影响不小。我也经常琢磨着
还能干点啥。残联还有很多免
费技能培训班，父亲建议我去学
个家电维修啥的，多个技术多条
门路。

要说如今的生活，我觉得也
算是比较幸福：自己可以养活自
己，可以照顾父母，尽到自己的责
任；不给社会添麻烦，不给别人添
麻烦，自己的事能自己解决，这就
行了。要说吃苦，我本来就是农
民，干活出力、流汗都是正常的，不
算苦。

惠残助残 重燃生活希望

考取驾照 开车畅享美景

讲述人：马朋飞
年龄：39岁
身份：开洗车店的残疾人士

讲述人：周国新
年龄：72岁
身份：神马帘子布公司退休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