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走祖国大陆的这两年里，刘秀景总
是遇到热心人，有当地人邀请她到家里吃
饭，有年轻人和她分享旅行攻略。

在从陕西米脂到延安的火车上，刘秀
景和一个全身遍布烧伤疤痕的女孩聊天。
女孩在20多岁时坐中巴车遭遇车祸，车辆
燃起熊熊烈火，烧伤她面部、躯体大部分皮
肤，手术做了十几次，耗时六年多才拿到赔
款。尽管受伤严重、连遇挫折，女孩心态却
很好，觉得自己最终坚持下来了就是成功，
现在心里充满感恩。女孩的乐观、坚韧、知
道感恩，让她感触颇深。

被来自他人的温暖能量所滋养着，刘
秀景自己也力所能及地发光发热。10 月
底，她前往太行山余脉清凉山村脚下的修
定寺塔，地点有点偏，便花了60块钱包车
前去，途中善意地捎上了三个当地村民，

“他们非要给我钱，我没收。因为大家挣钱
都不容易，而且即使没有他们，我也一定会
有这笔花费。”

退休同事成为环游中国的旅行达人，
这事在刘秀景的原单位也传开了。有员工
慕名而来，申请做她的朋友圈好友，想看看
她到底去了哪、走了哪些路。在新老朋友
的鼓励和号召下，她将原本“仅一个月可
见”的朋友圈权限放开，“行，你们随便看，
我就不打算再关上（朋友圈）了！”如今，她
很愿意“大方”地展示自己的生活，希望能
够给同样向往游历祖国山河的朋友们一些
借鉴和力量。

旅行中，她还有一种愈来愈明显的感
觉，那就是在路上找到了自己的“本心”，

“我就是喜欢看不同的风景、喜欢在外‘流
浪’。”

“你们年轻人常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
个要在路上，我觉得真是这样的。走出来
以后，才能知道这个世界这么大、祖国这么
美，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风土人情，太多美
好等待我们去发现。”刘秀景说，未来，只要
还能走得动，她都会“在路上”。

据《扬子晚报》

“你老真有福气，有这么好的一个孝
顺女婿。”11 月 17 日上午，在周堡村，和
汤泽汉一起聊天的几名爹爹，提起该村
的曾光圣，不禁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

今年 84 岁的汤泽汉老人生育了 4 个
女儿和1个儿子，早在20多年前，其老伴
因病去世，几个子女成家后，自己独自一
人过日子。

2013 年，汤泽汉频繁出现视力模
糊。当时他认为是年龄大了，出现正常

的老花眼。
“儿子在浙江打工30多年了，几乎成

了半个浙江人。”汤泽汉告诉记者，儿子
一直想接他去浙江居住，但他在农村生
活习惯了，便拒绝了儿子的好意，一直一
个人居住在阳新农村。虽然几个出嫁的
女儿也愿意照顾他，但老人也不想给女
儿增加负担。

担心岳父看不清楚会发生意外，在
大女婿曾光圣多次上门劝说下，汤泽汉
终于同意去医院检查。检查出来的结果
不容乐观，汤泽汉双目患上了严重的白
内障。经过两次手术失败后，老人的眼
疾越来越严重，最后双目失明了。

“每次都是女婿背进背出，到处求医问
药。”汤泽汉回忆说，由于自己双目失明，儿
子要接他去浙江，他想着自己都成了残疾
人，更不愿意去和儿子一起居住了。

“春梅是家中的老大，女婿也是儿，

应该由我们来照顾你。”在曾光圣一再劝
说下，老人终于同意去大女儿家安度晚
年。就这样，汤泽汉于 2015 年搬到了大
女儿汤春梅的家中。

为了照顾岳父，曾光圣携妻子汤春
梅辞去上海的工作，回到了周堡村。曾
光圣一边干着室内装修，一边照顾着岳
父汤泽汉。汤春梅则在黄颡口一事业单
位当起了“做饭阿姨”。

“我的父母多年前去世了，长辈中只剩
岳父一个人，照顾老人是应该的。”提起初
衷，曾光圣告诉记者，当初他的父母在世
时，妻子汤春梅宁愿自己少吃一口，也要将
父母照顾得无微不至，直到双亲去世。

“刚结婚的时候，家庭困难，岳父也
是经常救济。”曾光圣说，做人不能不讲
良心，何况还是自己的亲人。

汤春梅说，自己由于每天早出晚归
要去镇里做饭，照顾父亲的重担全落在

丈夫曾光圣身上，经常带着老人去镇上
理发、去村里听戏、为老人洗头、帮他剪
指甲……

“这孩子实心眼，今天吃这个，明天
吃那样，变着法子给我做好吃的。”11 月
17 日中午，吃着女婿曾光圣做的可口饭
菜，汤泽汉满面洋溢着幸福。

好家风在一代代传承。记者了解
到，曾光圣的两个儿子和儿媳在他们的
言传身教中，对外公也是格外孝顺，每次
在外打工回来总是带回外公最爱吃的食
物和水果，偶尔也会给一些零花钱。孙
子孙女每次放假回来吃饭时，给老人夹
菜、盛饭，晚上端水帮他洗脚。

9年过去了，曾光圣无怨无悔尽一个
女婿义务照料岳父的事迹成为十里八村
乡亲们的美谈。他用善良、真情和爱心
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孝道之歌。

据《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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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轻人“挤”青旅 与“00后”结伴出游

57岁阿姨退休后打卡祖国100城
“看，点亮100座城市了！”近日，

57岁的连云港阿姨刘秀景高兴地秀出
手机上的“足迹地图”。2022年11月
办理退休时，她对同事说，“我一定要做
一个背包客出去溜达”。整整两年时间
里，她真的一个人旅行了祖国大陆100
座城市，去沙漠，去海边，在城市徒步，
上山头远眺，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和
“00后”年轻人住青旅上下铺，过上了
一种和同辈人截然不同的生活。

自18岁中专毕业起，刘秀景在连云
港一家单位连续工作了37年。年轻时，
刘秀景就向往游历远方。可若想来一场
真正属于自己的、酣畅淋漓的长途旅行，
总难寻时机。一直等到55岁退休，机会
终于来了。丈夫还未退休，但她决定“不
等了”，趁着儿子久居异地、趁着父母身
体还康健，她要自己一个人先出发。

“家里家务事是永远做不完的。”她
意识到，与其把自己困在家里，不如创造
条件出去看世界。

2023年初，“一个人的退休旅行”正
式开始。她心仪长沙已久，曾购票准备
前去，却因疫情和家庭事务受阻，故将之

定为首站目的地。她只身奔赴长沙，接
着沿东南方向一路行进，来到广东、广
西、海南。这期间，她发现了地图软件上
的足迹记录功能，于是，每到一个地方，
就在地图软件上“点亮”它。一个月后，
刘秀景回到连云港家中休整。从此，“出
行一个月、回家休整一个月”成为她的生
活新常态。一年后，她走过了中国大陆
72座城市，并特意前往大兴安岭地区的
漠河市神州北极广场、黑龙江省佳木斯
市的东极小镇、广东省湛江市的中国大
陆南极村、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
中国西极石碑，打卡祖国“大陆四极”。

今年 11 月 6 日，她在山西忻州正式

“点亮”第 100 座城市。上个月，她听说
年轻人间流行《黑神话：悟空》游戏，心血
来潮决定来一场游戏取景地打卡之旅，
目前依旧在山西亲身感受古建的震撼。
她还规划了今年冬天的旅行——前往海
南三沙岛打卡。

让刘秀景充满旅行劲头的，是一趟漠
河之行。本是独行的她，为了交通方便加
入了一个旅行团。团里有两个70岁左右
的老人，上下车行动不便、爬山吃力，有些
地方去不了、有些风景看不了。那画面让
她深受触动，意识到自己和团里老人相
比，还是个不到60岁的“年轻人”，她决心
珍惜时光，“趁着年轻”多走走。

提到环游中国，免不了有人疑问，
“要花很多钱吧？”刘秀景说，“其实真没
有想象中费钱。”

她详细计算了旅行账单，涵盖“吃、
住、行”三方面花销。在“吃”上，由于年龄
原因，她食量有限；“住”方面，她通常选择
住几十块钱一晚的多人间青旅床位；出
行，则是近距离靠“暴走”、远途乘坐绿皮
火车，并在网上搜集景区优惠攻略……综
合算下来，日均花费大约100元。

首次体验青旅后，刘秀景简直“打开
新世界的大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每
到一地都首选青旅。

青旅即青年旅社，是一种面向青年旅
行者的住宿设施，大多提供宿舍式的多人

间，如四人间、八人间、十六人间等；床位
价格较低，一般在20元至80元之间。青
旅住客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像刘秀
景这样的57岁阿姨并不多见。

“现在的小孩们都很会玩，跟她们聊
天，话题多，又热闹。我心态也年轻，跟
她们在一起没有一点违和感。”在刘秀景
眼中，二三十岁都还是“小孩”，给她带来
许多青春气息，也让她更加理解自己的
孩子——唯一的儿子32岁还未成家，她
却“不催婚”。

两年来，她常和青旅里新认识的“00
后”女孩们结伴出游，去爬山，去沙漠，哪
怕经历沙尘暴等恶劣天气，回想起来都
觉得刺激和充满活力。

长期旅行，让她修炼出连年轻人都
羡慕的体能，每到一个地方，她专挑山
峰、高楼、电视塔等当地最高点去“挑
战”，“在西极爬一座塔时，同行三个 30
来岁女孩都爬不动，只有我登顶了。”

她说，自己旅行时，日均步行2万步，
三公里以内都走路，四五公里的距离才
考虑坐公交，仅在天气恶劣、夜深或者有
特别想去的偏远地方时，才会选择打
车。她不赶时间、睡眠又好，便逐渐将远
距离交通方式由高铁改为绿皮火车，常
常卧铺一觉睡醒就到新城市，最远的一
次，她从连云港前往贵阳，乘坐了 30 多
个小时的卧铺，抵达后没过多久就开始
爬山登高。

不妨“趁着年轻”出发

开启中老年版“特种兵旅行”

在路上找到“自己的本心”

1

2

3

孝顺女婿悉心照顾失明岳父9年
在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

黄颡口镇周堡村，今年62岁
的曾光圣悉心照顾着因患白
内障失明的岳父9年时间，在
当地被传为佳话，他用真情演
绎着人间大爱……

刘秀景在旅途中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