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十年人生岁月，让他们拥
有了经验、智慧、财富

和广博的人脉，对
于工作的坚持，

让他们能比青年
人为社会带来更
多的贡献。

从 2010 年开始
的“奎文十大杰出青

年”评选活动，限定候

选人的年龄标准为 40

岁，而“奎文十大杰出青

年企业家”，则将候选人

年龄放宽到了 45岁。

作为“奎文十大杰
出青年企业家”候选人

之一，滕玉泉今年正好
45 岁，他是山东景城建
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总

经理。在滕玉泉眼中，自

己现在的心理就像个小

青年一样，而且正是做事
业的好时候。

在潍坊，山东，甚至

全国，像滕玉泉一样的

人已经越来越多。如

今，当你跟一个五十
岁的人说，你还是
青年人的时侯，对

方已经不觉得这是
恭维，而是句大实
话。

到底哪个年龄

段才可以称作青年

人，从来都没有一
个明晰的界定。然

而与十年前相比

较，对于青年人，公
众却有一个全然不

同的认识。

联合国曾在一
份文件中把 14 到

25 岁的人称为“青

年人口”，而世界卫

生组织曾把 44岁以
下的人列为青年。

2008年 4月，团中央规定

青年节可以放假半

天，而限定人

群为 14 到 28

周岁的青年。

消息一出，立

刻引发了“到

底多大年纪才

是青年”的争

论，很多人对上

限为 28 周岁才

是青年的提法

表示不解。随后

团中央又公开

表示，将放假群

体限定在 14 到

28 周岁之间，并

非等于把“青

年”定义在这个

年龄段内。

闫红舟是潍坊学院生物工程学

院的教师，青年节当天，闫红舟坐在

自己的办公桌前，特意穿了件靓红

的外套、纯黑的衬衣，与记者的交谈

中她不断发出爽朗的笑声，让记者

根本看不出眼前这位女士已经是个

“奔五”的人了。

闫红舟身上的衣服是刚从高新

区罗羽服饰店订制的。这是家高端

成衣店，店长会根据最新的时尚元

素，加上顾客的要求，设计裁剪出得

体的服饰。虽然已经 50 岁了，但闫

红舟从来没感觉到自己“老”，她觉

着自己满是活力，充满了好奇
心。因为女儿和女

婿的关系，一个月

前她还迷上了沃

尔玛超市四楼的抓鱼游戏机，一旦

晚上没应酬，就跑到沃尔玛呆上几
个小时，等着从红色鱼下面，突然蹦

出一条金色大鱼来。

和年轻人交流时，闫红舟经常
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讨论问题，她从
不觉得自己和他们有多大距离。闫

红舟很喜欢年轻的感觉，年轻代表

着活力、乐观，有自己的地方，一定

笑声不断。

“有事业感的人绝对会显年
轻。”今年已经 54 岁的王秀英每天
都要骑着三轮车拉着自己的煎饼

摊，到潍坊学院附近的小吃街上卖
3 块钱一个的煎饼果子。虽然月薪

不菲的老伴、女儿每月都会支付她
一笔足以让她衣食无忧、偶尔还能
买件像样衣裳的生活费，但是她却

依然坚持着自己看起来有些低微的

“事业”。

王秀英说，十年前因为既无学
历、年纪又不占优势，被单位“请”回
家以后，她就没有闲着。麻辣串、鸡
蛋灌饼、煎饼果子、豆沙冰等，几乎
街上能看得见的小吃，她全都做过。

两年前，她最终将“事业”定位在杂

粮煎饼上，原因是该食品更受学生
们欢迎。

“夏天快到了，最近我正估摸着

去商品城批发点电风扇，拿到学校

附近来卖。”王秀英说，自己虽然文

化程度不高，但是最近迷上了个新

词———“后青春时代”，她觉得很符
合自己现在的心境。如果一个人对

生活充满热爱，对事业还有更多的

追求，对将来还充满着憧憬，那他就
是“小年轻”。

如今，从晨练的阿姨，到年过半
百的成功企业家，从岗亭里的中年

门卫，到被会议考察忙的团团转的

政府高官，很多人都会觉着自己还
年轻，并会用自己的乐观活力，带动

周围的其他人。

他们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会把头

发挑染成数种颜色，喜欢在网上挑选
衣服和化妆品，使用社会最新流行语

时得心应手，能够站在大学生的角度

来考虑当前的社会热点。更重要的

是，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流逝，他们拥

有经验、智慧、财富和广博的人脉，对

于工作的坚持，让他们能比青年人为

社会带来更多的贡献。

中国人更加长寿，也更加年
轻，而社会心态的年轻化，也是
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一种必然。

很多四五十岁的人表示自己还
是青年人时，他们往往会首先指出，

这主要是一种心态上的年轻。

没错，心态很重要，但身体条件
同样不可忽视。

王仁邦是潍坊档案馆副馆长，

每个工作日都会在档案馆的 14 楼

办公室里整理档案材料。他今年 65

岁了，在 2010 年开始学习用电脑，

并且在驾校报了名学车。王仁邦说
自己的年龄虽然大了，但从心态上
却没感觉着自己有多老。

从 2010年 5月报名学车后，王仁

邦作为驾校里年龄最大的学员，理论

考试得了满分，考了 3 次后通过了场
地考试，如今正在练习路考。王仁邦
说，跟他一起学车的，还分别有两位
59 岁和 61 岁的学员。就在去年，家住

亚星宿舍小区 69 岁的潍坊老人卢成
智考取了自己的驾照，花四万多元买

了辆小轿车。现在老人每天都开车出
门，接送孙女上下学。而这放在以前，

是想都不敢想的。

物质文化的发展，公众心态的

改变，社会制度的完善，都推动着这
个社会变得年轻。

山东省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全省常驻人口为

9579 . 31 万人，而 65 岁以上的人口
比重上升了 1 . 81 个百分点。一方面
是社会日益老龄化，一方面是社会
心态的年轻化，不仅不矛盾，二者之
间却还有着深刻的联系。

潍坊学院教育科学与传媒工程
学院院长耿建民表示，随着人们寿

命越来越长，老人越来越多，整个社

会正走向老龄化，同时社会生活水
平也不断提高，人们在社会中所承
担的某种劳动的年龄段也相对后
延，对社会所作的贡献也延长了。

耿建民打了一个比方，原来社

会把人分成青年、中年、老年三个年

龄段，如果说是人生是一条一米长
的尺子，如今这条尺子成了一米半，

所以尺子上的每段也按照相同的比

例被拉长了。科技的发展，帮人类解
决了生长过程中由于生理机能衰竭
带来的不利因素，如机器解决体力
问题，电脑解决记忆问题，让许多工
作不再有严格的年龄限制。

社会制度在不断改进，越来越

多的人成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改
革的受益者，得到了实实在在老有

所养、病有所医的保障，肺结核、乙
肝等流行病，在今天对于人类健康
已经很难称作威胁；计划生育政策
的坚持，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独生子

女家庭，这些家庭可以提供更优秀

的物质和教育资源，来哺育下一代，

并且减轻了父母的负担；数十年中
国稳定的发展，和谐社会理念的提

出，让更多的人开始重视自身安全，

实现劳逸结合。

这些因素让中国人更加长寿，也
更加年轻，而社会心态的年轻化，也
是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一种必然。

没有必要对青年的年龄给
出一个明确的界定，这样才会
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青年的
行列，才不会剥夺公众寻找青
春活力的权利，才会让这个社
会更加快乐健康。

按传统的说法，“三十而立，四
十不惑”，过了 30 岁，就进入中年

了，而 40 岁，则代表了中年的晚期。

如今，20 岁、30 岁是青年人，40 岁、

50 岁也是青年人，可不同年龄段的

人群的心态却有差别。

作为奎文区的优秀杰出青年，

29 岁的吕永芬在青年节这一天参
加了社区组织的志愿者活动。到公
园里做完志愿活动后，又跑到社区

空巢老人家中，为他们清扫卫生、送
去生活用品。青年节变成了志愿者
活动日，吕永芬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再生动的课堂文化，面对有着实际
教育意义的实践活动，也是贫乏、枯

燥的。作为一个青年，首先应该具备

一定的社会责任感。

2003 年，21 岁的吕永芬还是一
个刚刚踏出校园大门的大学生，在

当时，对于一个学习计算机专业的

女孩来说，找工作并非困难。但她却

做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举动，来到

民生街社区，与七、八个“阿姨”工作
在一起，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已
经不记得当初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吕永芬回忆，虽然在最初的工作中

感觉乏味得要窒息，但是后来却又

慢慢爱上了这份“无聊”的差事。

“也许我是近几年，才有资格被

称为青年的吧。”吕永芬自我调侃，

刚进入工作那会，自己还只是个“学
生妹”，既不懂得什么叫责任，也不
懂得什么是担当。而经过 8 年的工

作、生活磨练，她已渐渐长成，不再

是那个任性妄为的小女孩。“青年，

就是要有责任，无论是对家庭、社

会、还是自己。”

“没有踏上社会的学生，对他们

最准确的定位或许是少年。”李成今

年 22 岁，在民生街社区做巡管员

还不满一年。比起吕永芬的成熟、

健谈，他说起话来还显得十分羞

涩，但是对于青年的理解，他也有

自己独特的看法。

李成说，以前读大学时，每当到

了“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学校就会

组织他们去瞻仰烈士墓或是听老革

命干部讲长征故事。那时候并非没

有感动，只是那种感动离实际生活

好远。直到工作以后，社会这本“无

字教科书”才真正教会了他什么是

生活，该如何感恩。

作为一个尚未踏出校园的学
生，社会经历一片空白，关键的人

生经历尚未开始，又如何能被定义
为青年？在李成看来，自己的工作
阅历尚浅，人生还刚刚开始，但已
经朝着“青年”的轨迹上奔去。

耿建民认为，虽说都是青年人，

但在不同年龄段内，心态却有很大

差别，而婚姻，是一个重要的分隔

点。20 多岁的青年人，工作、生活都

没有稳定下来，便带来了一种心态

上的漂浮性。他们一般没有成家，父

母身体也都健康，这让他们肩负了

较少的家庭和社会责任，他们可以

想法多样，冲劲十足。

一旦结婚之后，特别是 30、40

多岁的青年人，便要肩负起照顾老

人、养育孩子的责任，而这个年纪的

人也会逐渐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圈

子，这要求他们的心态能稳定下来。

老邓今年 49 岁，在记者眼中，

他有少许的白头发，却身体健壮，

满是活力。老邓原来是潍坊青州的

一名公务员，当过校长、镇长，因为
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也能让全家生

活过的更好一点，2003 年，老邓举
家迁往济南，卖掉了青州的房子
后，贷款在济南买了一套房子，开
始了创业生涯。如今，他已经是一

位小有成就的企业家。

老邓认为自己完全就是青年

人，他每天都六点起床，晨练四十

分钟，晚上没应酬，还要去自家附
近的体育场里快走三公里。精力充
沛，而且一般自己开车，很少用公

司里的司机。因为以前的打拼，如

今老邓有着丰富的经验、广博的人

脉和资金，他认为这正是自己发展
事业最理想的阶段。

老邓说自己身上肩负着很多

责任，妻儿、父母、兄弟姐妹，都需

要他的照顾，他还想对社会有所贡

献，而他当初选择创业，很大程度

上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如今，很多退了休的人依然年

轻，他们拥有大量的隐性知识财
富，处在这个年纪，他们参加社会

活动时，都是以奉献为主，而索取

的较少。耿建民建议，可以形成一

种良性的社会机制，让他们将自己
的隐性知识财富发挥出来，并推动

社会心态的更加年轻化。

耿建民表示，可以建立一种适

应老人工作的社会环境，比如建立

一些社区组织、商店，成员主体为

退休人员，并聘用一些二十岁左右

的年轻人来打工。这样既可以让年

轻人学到上一辈的经验，也可以促

进退休人员心态的更加年轻化。

2007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所

所长黄志坚教授曾呼吁，在“谁是

青年”的问题上，国家应当有一个
权威性的年龄界定。但也有人认

为，没有必要对青年的年龄给出一

个明确的界定，这样才会有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到青年的行列，才不会

剥夺公众寻找青春活力的权利，才

会让这个社会更加快乐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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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青年
——— 谨以此文献给“五四”青年节（一）

如果 10 年前，你对一个 50 岁的人说，你还是青年人，他会觉得这是恭维；如今，你再对一个 50 岁的人说，你还是青
年人，他会认为这是句大实话。

这个青年节刚刚过去之后，有人感慨地谈论，青年节被淡化了。可到底谁才是青年人，或者说，多少岁以后就不能被

称为青年人了，从来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