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4日，中国老年人才网正式上线。这标志

着我国老年人才信息库和老年人才信息服务平台

启动建设，将为老年人再就业拓宽渠道、搭建平台，

推动老龄人力资源开发。

据网站相关运营方消息，中国老年人才网上线

仅两天，就有5000+中老年求职者、100+招聘企业

注册。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有意愿、有精力、

有能力的老年人渴望发挥余热，获得更高收入，满

足精神生活需求……然而，就业渠道的进一步拓展

并不意味着就能找到工作机会，银发族再就业过程

中仍面临种种现实困境。

“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发挥余热。”今年

62岁的杨恬退休前在一家私企从事财会工作，长期

赋闲在家的她感觉生活少了趣味，一直渴望从做家

务、看孙子的单调生活中“抽身”，重操旧业实现个

人价值。今年孙子上了小学，她终于有了属于自己

的时间，便开始找工作。

上招聘网、找中介公司、托熟人介绍……杨恬

试过很多途径，但始终没有寻到满意的工作机会，

对方都以她年龄偏大、资历不够或是担心她精力不

足、身体素质跟不上工作需求的理由婉拒了她。“亲

友都建议我去做家政等服务行业，或选择压力小、

轻松简单、短期的零工，但是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有

时间，身体状况尚可，还想重返职场打拼一番。”杨

恬无奈地袒露心声。

“在找工作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尽管找工作

的渠道比以往便捷且多元了，但在传统就业观念的

支配下，老年人择业的空间还是不大。”杨恬说，很

多人都认为老年人从体力、精力、接受新鲜事物的

能力上都相对落后，这些外界贴在老年人身上的固

有标签，成了老年人再就业的“第一道坎”。

杨恬再就业的碰壁经历并非个例。在走访中，

有再就业意愿的老年人的职业意向和教育经历、工

作经历有关，他们普遍反映，除非原单位返聘，否则

能发挥专长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记者下载了几款

招聘软件，发现大部分招聘条件专为年轻人而设，在

招聘老年人方面较慎重，“一方面是担心老人的身体

无法适应高强度的工作压力，无法长期在岗。另一

方面是担心老人能力有限，难以满足岗位新技能。”

一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人员表示。

“社会普遍认为，在本该老有所养的年纪不必

再奔波于‘工作一线’。除了专业知识要求高的职业以外，老

年人再就业市场中，合适的工作岗位并不多。”省政协委员、

西安外事学院七方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李明富向记者解释，退

休政策的延续形成了传统的就业观，即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

年龄理应退出劳动领域，这种传统的就业观加剧了老年人再

就业的困境。同时，社会上几乎没有针对老年人的技能培训

课程，老年人的就业权利和需求不被重视，仍有大量具有劳

动能力的退休人员被排除出劳动市场。

“拥有人生经验和工作技能的老年人，是市场价值较

高的优质人力资源，银发工作者仍然可以成为劳动市场上

的重要经济力量。”李明富建议，多渠道加大对老年人再就

业的宣传力度，让社会认识到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与作

用，以能力而不是年龄来衡量老年人的劳动价值，倡导全

民树立积极老龄观。

李明富还建议，对低龄老人进行培训，为他们补上技能

“短板”，对于雇用老年劳动力、开展老年人职业培训的单位

予以鼓励，通过提供劳动补贴或减税的方式，加强企业雇用

再就业老年人的主动性，把培训与老年人再就业市场衔接

起来，构建更具包容的老年友好型社会。

采访中，有不少老人反映，除了传统就业观念、再就

业技能短板外，劳动权益保障也是再就业过程中的一大

顾虑。

今年61岁的胡阳最近在忙着找工作，希望能利用空闲

时间挣点外快补贴家用，然而几天的奔波中，他却被浇了冷

水。尽管沟通的几家公司都恳请他前来“试一试”，但工作了

一段时间，转正与否至今未给他个说法，也没有明确工作内

容、工资数额、医疗补偿等。“在求职中，如果用人单位对工作

时间、工作强度、工作报酬、福利待遇以及权益损害赔偿等方

面的权责不清晰，这让人很不放心。”胡阳说。

“无论从事的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老年人的劳动

风险都一定比普通职工高，所以他们的劳动权益保障是重中

之重。”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刘云芳说，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不再受《劳动

合同法》保护，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已

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在获

得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等方面缺乏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唯

有解决好银发就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银发就业”之路

才能越走越远。

刘云芳认为，再就业老年人可要求与公司在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劳务合同，明确工作内容、报酬、职业

伤害责任保险、劳动保护、福利待遇等权利和义务，约定好管

理考核办法以及纠纷处理办法等事项。若老年人在工作中

受到人身伤害或患职业病，经劳动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的，

可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处理；未被认定为工伤的，可先与用

人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了的，可以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相关

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提起诉讼前，老人们要注意对

证据的保存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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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出一个训练场

“这边出来点”“扇子舞起来”……走进

快乐秧歌队的地下训练场，只听见一个带着

陕北口音的男声在指导“娘子军”，他叫贺荣

华，是秧歌队的总指挥。今年76岁的他是榆

林绥德人，擅长陕北大秧歌，还打得一手好

鼓，快乐秧歌队的名字就是他起的。

循着声音走近，训练场的全貌展示在

记者面前——各式各样的沙发、椅子围出

一个篮球场大的地方，天花板的架子上挂满

了红色灯笼。“沙发、椅子、茶几都是人家不

要的，我们训练中间需要休息，刚好废物利

用，捡来擦干净，跳累了还能坐着谝会儿。”

今年72岁的秧歌队队员陈正利说，“灯笼也

是捡来的，倒也不能亮，就是为了让咱训练

场美观点儿。”

快乐秧歌队的前身是村改社区前先锋

大队秧歌队，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表

演。2018年村改社区后，在老“秧友”们的

建议下，贺荣华夫妇召集老人手、纳入新成

员，重组成立了秧歌队。考虑到敲锣打鼓可

能会吵到居民，秧歌队向社区申请，把地库

中“人防”区域的一角利用起来，作为日常训

练场地。

“天气冷热对我们没影响，咱这里避

风避雨，绝对能做到训练雷打不动！”贺荣

华说。

“挣”回一个小“仓库”

秧歌队成立之初，贺荣华的儿女买来

了音响、视频播放器，有了伴奏和视频跟学

器材，解决了日常训练问题。原本大伙在一

起玩就为图个高兴，只在逢年过节时义务表

演，扭个“热闹”。扭着扭着，秧歌队逐渐有

了名气，附近有店铺开业、搞庆典都向他们

发出邀约，队员们排练了舞龙、迎财神、旱船

等节目。“挣的钱大部分都拿去添置道具

了。”今年74岁的秧歌队队长曹佩侠说。

地下室的训练场旁边有个小“仓库”，

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道具。“你看，我们有8匹

马、2头驴，还有花篮、轿子、龙、大头娃、大

鼓、锣这些东西。”曹佩侠向记者介绍说，这些

道具价值差不多3万元，都是大家挣出来的。

贺荣华的妻子郭小贤是队里公认的

“核心”人物，舞跳得好、动作学得快。大妈

们觉得光扭秧歌有些单调，郭小贤就主动承

担起给大家教广场舞的任务。她每天白天

在家跟着视频扒舞蹈动作，晚上再去地下室

教给队员们。

为了让秧歌节目更好看，贺荣华夫妇

大胆尝试，在传统的秧歌鼓点中加入音乐元

素，模仿秧歌剧的形式，把表演、秧歌、舞蹈

等融合起来，大家练得更起劲儿了。

“扭”出一段老友情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虽

然秧歌队的演出邀约锐减，但丝毫没有影

响队员们的训练热情，每晚七点到十点，大

家仍相聚训练。

由于队员们上了年龄，如果不停歇地

连扭带跳3小时可能会体力不支，秧歌队研

究摸索出一套训练办法：每天开场，大家全

员上阵扭传统大秧歌，先活动开筋骨；然后

根据兴趣分成几个小团体，轮换着上场训练

秧歌、广场舞等不同节目；当大家感觉累了

的时候，一两个人上去唱唱秦腔，其余人则

围坐在沙发上休息聊天。

多年来，大家早已是知心老友。每年

的腊月二十三，秧歌队的队友都会一起过小

年，提前买些瓜子水果，围坐在训练场，大家

轮换着表演各自的拿手好戏，点评玩笑，好

不热闹。去年还用电磁炉煮面，搭配着一早

在家做好的臊子，“一人一碗臊子面，看节目

谝闲传，美得很！”今年76岁的邹苏智说。

秧歌也让队员们收获不少。有的队员

在进入秧歌队前超重，坚持锻炼后恢复了正

常体重。今年71岁的牛会兰是队里的“开

心果”，在表演秧歌时经常反串，过年过节总

是担任骑驴逗笑的角色，平时也爱给大家说

笑话。“参加秧歌队，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说说

笑笑，日子过得越来越热闹了。”牛会兰说。

“快乐”秧歌队的“快乐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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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秧歌队正在进行日常训练

“愿我生命的钟摆，能够定格在这三

尺讲台上。”今年92岁的杨清源经常把这

句话挂在嘴边，这也是他毕生的愿望。

杨清源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1951

年2月，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天气下，他

和战友们冒着鹅毛大雪，背着枪和子弹，

踏过八九十里的雪路，奔赴“三八线”参加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当时，为了躲避敌

机，志愿军战士只能夜间行军。

在朝鲜的日子里，杨清源曾抱着80斤

的炮弹箱冲向前线，多次死里逃生。尽管

已过去多年，但谈及战场上的经历，他仍

然历历在目。

1990 年，杨清源从陕西师范大学退

休后，一直关心和爱护年轻一代。退休32

年来，他先后义务为 239 所学校作了 338

场爱国主义教育报告，听众将近20万人，

还多次用退休金购买文具和米面油到社

区慰问贫困学生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为了让大家方便受教育，杨清源坚持

义务宣讲和送教上门。“我想通过宣讲，把

当下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告诉年轻一代，

引导他们追溯革命源头，牢记祖国发展的

艰苦历程和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事

迹。”杨清源说。

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抗

战精神永存》《抗美援朝精神永存》，到

《共产党带我们圆了奥运梦》《抗震救灾

精神永存》……随着革命精神在时代发

展中蕴育出的新内涵，杨清源的宣讲报告

也与时俱进。

去年4月，杨清源应邀走进西安邮电

大学，为第十四学生公寓党员工作站的学

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那时，我们吃

野草食不果腹，一进‘三八线’后，有两次

我差点丢了性命”“我的童年是在战争中

度过的，小学时跟着老师满大街宣传抗

日，日军轰炸西安的时候，我就躲在西门

的门洞里”……

杨清源向学生们讲述了自己参加抗

美援朝的见闻以及退伍后从事教学工作

的经历。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时任西安市

市长方仲如给自己回信的故事。

1951年，远在前线的杨清源给时任西

安市市长方仲如写信报告前方的胜利消

息。“起初，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没

想到市长居然给我回信了。”杨清源回

忆道。

“杨清源同志，十月一日来信收到了，

从来信里看到你热爱祖国、英勇杀敌的精

神……”方仲如在回信中表达了敬意，鼓励

大家继续前进。拿到回信后，杨清源立刻

兴冲冲地把这封意外回信念给防空洞的战

友们听，战士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我们学

习的最好营养剂。爷爷您放心，我们一定

努力替您完成强国之梦。”一名学生在听完

杨清源的报告后激动不已，一个劲儿邀请

他合影留念。杨清源说：“只要我的宣讲能

让孩子们有所收获，再累都是值得的。”

为了增强宣讲效果，杨清源多次向陕

师大教育学院的教授请教，并创造出了一

套“三结合”的讲课模式。“作为主讲人，我

会提前写好辅讲材料，先授予辅讲老师，

以便讲座现场穿插配合，再选一名学生在

结束时谈心得，这样会大大提高授课效

果。”杨清源笑着说。

记者在杨清源的书房中看到，地上、

桌上、书柜上堆满了讲课道具，一把木制

大刀最是吸引人。课堂上，他时常挥舞着

木刀教孩子们唱《大刀进行曲》，讲到红军

四渡赤水时，还会拿出提前画好的地图，

通过一个个红蓝箭头，把孩子们带入紧张

的战局氛围中。

多年来，杨清源一直把开国元帅叶剑

英的诗句作为座右铭——“老夫喜作黄昏

颂，满目青山夕照明”。他说，希望自己的

黄昏之光能在青少年身上多留一些，让更

多的青少年通过聆听报告了解革命历史，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力量。

□ 记者 殷博华

杨清源在给学生们讲红色故事 受访者供图

9月5日，西安市未央区先锋花园南区10号楼地下
一层，欢快热闹的音乐声中，一个肩扛锄头、女子反串的

“小伙儿”扭着轻松的秧歌上场，扯开嗓子嘹亮地向对面
的“妹妹”唱道：“扛起锄头上呀上山岗/好呀么好风光/站
得高来看得远那么依呀嗨……”饰演兄妹的俩人载歌载
舞，互相逗趣，把台下的人逗得前仰后合。

这是快乐秧歌队的日常训练场景。在贺荣华夫妇
的带领下，这支平均年龄72岁的秧歌队，以快乐之名
活跃在周边各种庆典表演舞台上，给周围群众留下了
深刻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