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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我在养老第一线”

重拾回忆 记录长者人生智慧
“孩子们来啦，快进屋坐，先喝点儿茶，

我正在理思路，看看从哪儿讲起比较好。”
今年84岁高龄的程勉学老人热情地招呼着
王文浩。

“就从我的求学之路说起吧。我先说
一下大概时间线。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好，
但在家人的鼓励下，我坚持求学，后来被分
配到研究所担任技术员，转业后又继续‘充
电’学习……”说起自己的人生经历，程勉
学老人不遗漏每一处细节。

程勉学老人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篇
篇个人自述交给王文浩团队整理，之后双
方面对面完善其中内容。最终，由康乐忆
享团队整理撰写的《蹉跎岁月老来乐》一书
中，以近 10万字的篇幅详细记录了程勉学
老人的童年生活、求学之路、军旅生涯、爱
情故事、家庭教育，其中包含了老人对好好
读书的感悟，对名人名言的人生体悟，还收
录了部分老人创作的小说。

“看到这本书，仿佛自己的青葱岁月就
在眼前，抚今追昔，非常感谢这些孩子帮我
留住人生回忆。”程勉学老人说。

王文浩告诉记者，像程勉学老人这样
能自己整理素材的并不多，多数情况下，需
要以老人口述的方式，团队再进行梳理整
合，这个过程既充实又有趣。

“每一位老人的珍贵经历都值得被更
多人看到，它们不仅是老人的回忆录，也是
时代的微记忆。”王文浩说，每一次为老人
代写“回忆录”，自己和团队都能在老人身
上学到人生智慧。

定格记忆 打造温暖“纪念册”
再现一段久远的故事、一个刻骨铭心

的瞬间、一份真挚热烈的情感……为何会
想到为老人“记录回忆”？

王文浩说：“只是灵光一现，也可谓是
突发奇想。”

康乐忆享项目起源要追溯到王文浩高
中时期。那时，他的爷爷奶奶已经 70岁高

龄了，平时喜欢讲一些过去的事情。
“我希望爷爷奶奶把从前的故事留下

来。而这件事情，我们家只有我能做。”
“虽然平凡，但能够记录下来他们一定

很开心。”抱着这样的想法，高考结束后，王
文浩便开始了“记录”工作。这件事，让爷
爷奶奶骄傲了许久，经常在乡亲们面前夸
赞：“我们家文浩不仅孝顺，还会写文章。”

这之后，王文浩想：“是不是还有许多
老人也想记录回忆？”

经过调研，2022年 3月，王文浩邀请身
边 15位同学共同组建了“康乐忆享”团队。
康乐忆享以倾听心声、温暖幸福生活为出
发点，以帮助老人整理记忆碎片为切入点，
以开展多样化、个性化为老志愿服务为支
撑点，创新融合互联网技术，打造纸质回忆
录、光影碎片集、云端故事库、虚拟数字人
四大模块化产品。至今，团队共组织 7000
余名青年志愿者，服务老人 32873人次，累
计志愿服务时长超 14万小时，帮助老人整
理文字故事超430万字。

定制服务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看见
作为一个持续性的项目，康乐忆享如

何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2022年，王文浩将康乐忆享定位为“社

会企业”。“社会企业”指的是以解决社会问
题为导向，利用商业思维来解决社会问题
的组织。康乐忆享根据老人的不同经历、
现状提供个性定制服务，结合四大模块产
品，建构起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我们的
服务分免费和收费两种，我们会不断发掘
身边有故事的老人，也会提供不同时长的
后续陪伴服务。”王文浩说。

项目成立以来，团队实地寻访亲历红旗
渠建设的37位老人，与退伍军人促膝长谈，
话家常、忆往昔，走访大爱无疆、医者仁心的
退休医生，感悟三尺讲台桃李满天下的师者
之心……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看见，康乐忆
享要帮助老人定格人生记忆，把“匆匆”变为

“永恒”。 记者 董艳竹 杨柳 文/图

引摊入市 让流动摊贩“安家”

郑州主城区新增
便民疏导点60余处

郑州市农业路与东三街交叉口，周围居民区多，毗邻青年公园，
日常人流量较大，一些果蔬商贩选择在此摆摊，时间久了，既影响道
路交通，也影响市容环境。

如何在维护市容环境和保障民生之间取得平衡？郑州市城市管
理部门近日给出了自己的“解题思路”。

“721”工作法
解决路口占道顽疾

在“百姓城管、服务百
姓”理念指导下，郑州市城
市管理局践行“721”工作
法，探索在全市推广便民疏
导点建设，保障繁荣与市容
两不误、两促进。

10 月 12 日，郑州市城
管局组织市城市管理执法
支队和主城各区城市管理
执法大队主要负责人开展
了一次便民疏导点现场交
流学习活动。

为彻底解决农业路东
三街占道顽疾，在市城管
局的指导下，惠济区和金
水区联合发力，在该区域

附近设置多 个 临 时 便 民
疏导点，引导游商摊贩集
中规范经营和自发自管
自治，既满足了市民群众
购物需求，又解决了商贩
正常经营难题，极大地缓
解了城市管理压力，实现了
多赢。

引摊入市，让流动摊贩“安家”

作为全市乃至全省颜
值担当，郑东新区 CBD 区
域尝试走出一条引摊入市
新路子，为流动摊贩“安
家”。在 CBD 河南艺术中
心旁边设置黄河风市集便
民疏导点，向在 CBD 区域
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讲解
法规规定，协助商贩办理入
驻手续。同时区域网格组
织商户成立自治巡逻队，督
促商户主动承担起责任义
务，规范治理和人性化服务
相结合，既擦亮了城市的

“门脸”，又照顾了摊贩的
“肚皮”，还促进了区域夜经
济的良性发展。

要把便民疏导点建设
好、运营好，需要大量深
入细致的工作。

中原区依托网格化平
台，积极推行“社区—街
道—部门”结合的工作机
制，城市管理执法部门与社
区、街道紧密合作，打造了
锦绣星光集市等多个便民

疏导点，将附近占道经营商
贩引进集市规范管理。

管城区北顺城街是郑
州有名的清真美食文化一
条 街 ，两 侧 街 景 风 光 独
特、市井气息浓厚，管城
区通过引导社会力量主
动参与、督促履行“门前
四包”责任等措施，努力
打造北顺城街便民疏导
点，有效解决了城市占道
经营摊群乱象，使老街区
焕发出新光彩。

据统计，郑州主城区现
已形成便民疏导 点 60 余
处 。 下 一 步 ，郑 州 市 城
管局还将在便民疏导点
有 效 建 设 、精 细 管 理 的
基 础 上 ，丰 富 多 元 业 态
植 入 ，方 便 市 民 群 众 生
活，持续巩固“主干道严
禁、次干道延伸、支路背
街规范”市容治理成果，
努力营造整洁有序便民
的城市环境。
记者 谷长乐 文/图

给老人写回忆录的00后
想把“匆匆”变为“永恒”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除了各地火爆的旅游热潮，还有一件感动千万网友的暖心事儿——
有个女大学生用纸和笔，一笔一画地记下了86岁奶奶的故事。

“这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为老人代写‘人生回忆录’非常有意义。”00后的王文浩说。
在郑州，有这样一个大学生团队，他们与老人结缘，让老人重拾往昔时光，用一张张记忆

碎片拼出老人的“独家记忆”。他们是康乐忆享项目团队，其创始人就是王文浩。

王文浩团队听老人聊故事

郑东新区CBD便民疏导点

管城区北顺城街便民疏导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