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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老年周刊
多彩生活

据新华社电“中国是牡丹的原产
地，但国外的育种却走在了我们前面。”
为了追赶国外育种水平，来自北京的78
岁老人王福18年前来到河南洛阳，搜集
全国的野生牡丹原种，在栾川县伏牛山
深处为它们找了个“家”。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
奇。”洛阳在牡丹种植史上占据举足轻重
的地位，也是牡丹走向“百花之王”美誉
的起点。

然而，以洛阳牡丹为代表的中国牡
丹，尽管品种数量和栽培面积在世界上
占据优势，但浓黄、复色等许多国际流行
的牡丹色系品种反而多出自国外园艺家
之手。品种性状逐年退化，育种水平落
后于国外，成为这一宝贵花种的隐忧。

农学专业毕业的王福1999年在北
京退休后，便对牡丹育种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但集齐野生牡丹原种，为这些来
自五湖四海的牡丹，寻找一处气候、温
度、土壤等适宜的“家”，却是牡丹育种最
大的困难之一。

2001年，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实习
时，在洛阳栾川县伏牛山深处发现一块
儿天然“牡丹家园”，这让王福喜出望
外。得知消息后，王福和北京林业大学
教授王莲英取得联系，收拾好行囊，带上
老伴，毅然踏上了去往洛阳山区的行程。

一开始朋友都觉得，“他大城市住习
惯了，山里待不长”。而令他们没有想到
的是，王福竟然一待就是18年。他为野
生牡丹租下的“家”，位于海拔1400米、
年平均气温不到9度的栾川县三川镇小
红村。“家”不大，只有40余亩，却集齐了
全国9个牡丹原生种和9个芍药原生
种，原生地最远的牡丹来自西藏。

为了支持王福的事业，小红村专门
腾出一间房，改善王福和老伴的住宿条
件。走进被隔成两间的小屋，一半是生
活区，另一半则是王福的书房，书房里摆
满了关于牡丹的各种专业书籍和他整理
的资料。

18年来，在王莲英教授的指导下，
王福利用牡丹远缘杂交育种，填补了中
国牡丹育种的多项空白。美国选育牡丹
新品种平均需9.8年，通过鉴定和扩繁
需要18.9年。而王福在18年里选育出
了约100个新品种，20多个新品种通过
鉴定获得专利。2009年，王福选育的牡
丹在第七届花博会上获得金奖。不久
前，北京世园会上，王福选育的牡丹再次
摘得两金一银。

“华夏一品黄”“金鳞霞冠”“嫦娥”“金
童玉女”“香妃”“绢锦”……如今，王福为
野生牡丹建造的“家园”里，各种用传统文
化寓意命名的牡丹品种越来越多。

王福说：“我希望这些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品种，能让中国牡丹的发展更
加多姿多彩。”

18年前从北京“扎根”洛阳

78岁老人的
“山中牡丹园”

“老马已知黄昏近,不
用扬鞭自奋蹄”

“巍巍江城,黄鹤高飞,
扬子奔流,欢腾三镇,老年
学府,和谐校园,温馨绿洲,
求是创新,团结奉献,阔步
前进放歌喉,同学们,抖擞
精神,再写春秋!”

这首由杜子才作词、老
红军音乐家莎莱作曲的《武
汉老年大学之歌》,至今已
走过34年不平凡的历程。

说起武汉老年大学的
艰辛创建,老校长杜子才娓
娓道出一串串故事。

1984 年秋,武汉有几
位退居二线的老领导和离
退休老同志怀着对“秋天”
的思考和对老年教育的追
求,率先提出依靠老年人自
己的力量兴办老年大学的
创意。经老领导们一致举
荐,拟请杜子才担纲创建。

“人生易老心难老,喜
看晚霞映楚天。”时年64岁
的杜子才像战争年代接受
战斗任务一样,辞别了正在
北京参与组建中国文联出
版 公 司 的 领 导 工 作, 于
1985 年 1月回汉,立即投
入到创建老年大学的筹备
工作中。

杜子才马不停蹄担使
命,出手要抓的头一件大事
就是向上级领导机关积极
申请开办老年大学。1985
年2月8日,湖北省老龄委
根据办学申请正式批准建
立武汉老年大学。

批文下来了,但一无校
舍,二无经费,三无工作人

员。这没有难倒杜子才。
他借用汉口一所学校大门,
在大门上挂了块“武汉老年
大学”的牌子,率领一批离
退休干部,广泛联络一批热
心老年公益事业的同龄人
为创建老年大学充当急先
锋。

“老马已知黄昏近,不
用扬鞭自奋蹄”,杜子才带领
他的创业团队奔走在武汉
三镇的街道上,聚集在市文
化俱乐部的树荫下,自掏腰
包开始了老年大学的艰辛
创建。当时学校下无寸土,
上无片瓦,最早的招生处设
在六渡桥小学里,但因桌椅
太小,只好借用传达室作为
学员报名注册点。他们将
游人坐的靠背椅作为仅有
的“办公室”,利用露天茶座
当作校务会议的“会场”,把
身上挎的手提包作为流动
的“文件资料柜”……

武汉老年大学董事会
于 1985 年 3月 30日召开
第一次会议。会上正式委
任杜子才为校长和其他几
位副校长。会上通过了包
含12条工作细则的《武汉
老年大学章程》。

由此,武汉老年大学得
到了武汉地区党政军领导
机关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市财政局提供了必要的办
学经费,市编委批准了人员
编制,市教委、老龄委、老干
局、人事局、工会和妇联等
许多部门和组织,都根据各
自业务范围给予支持,确保
了学校工作的有效开展。

1985年5月6日,武汉

老年大学举行了首届开学
典礼。200多位两鬓斑白
的老人,一大早就从四面八
方汇集到武汉市文化俱乐
部,参加武汉老年学府的首
届开学典礼。

武汉老年大学现有各
类性能先进的电脑、钢琴、
电子琴、古筝等教学设备
2000余台(套)。两个校区
校舍总面积 1.3 万余平方
米,教室50间,其中计算机
专用教室5间,钢琴教室4
间,古筝、扬琴、电子琴、人
像摄影、烹饪、书画、服装与
设计、中医推拿、舞蹈体育
等专用教室22间,建有现
代化多功能学术报告厅2
间,学员作品展示厅2间,
可满足600人同时开展讲
座、展演等活动。

学校成立了武汉老年
教育研究会,并创刊《老年教
育研究》《武汉老年大学报》
刊物,撰写各类研究文章
2400多篇,其中,有近千篇
在全国或国际学术会上交
流、获奖,并在国内外公开出
版的期刊、文集上发表。

武汉老年大学的创建
和办学实践,像滚滚春潮涌
动,带动了全市分校的蓬勃
兴起。目前,武汉市现有各
级各类老年大学、老年学校
2238所。参与各类老年学
校学习和活动的人数29.07
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16.3%。这个发展速度目
前在全国排在前列。

忘记年龄,不断做事

杜子才不喝酒、不抽

烟、不打牌,是个有名的“工
作狂”。

他早年毕业于复旦大
学新闻系,学识渊博,英语
流利,思维敏捷,不失长者
气度和学者风范。1989年
11月21日至25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武汉市召开
的老年教育研讨会上,杜子
才在大会上的主题发言引
起国际代表浓厚兴趣。

杜子才在武汉老年大
学校长任期内先后参加了
在加拿大、墨西哥、法国、
马耳他、瑞士、德国、巴西
等地召开的有关老年教育
的国际会议,在国际论坛
上他都发表了自己撰写的
学术论文,有时还用英语
演讲。

在中国老年教育界任
职期间,杜老理论和实践研
究成果颇丰,约有100多万
字有关老年教育的论述先
后以《中国老年教育文集》
和《坚持积极老年教育观》
为书名公开出版发行。

在2014年,杜子才95
岁高龄时,荣获了中国老年
大学协会授予的《中国老年
教育事业终身成就奖》,成
为一颗闪亮的中国“老教之
星”。

现年百岁的杜老,每天
用 iPad 上网关心国家大
事,在东湖边快走40分钟
锻炼身体,树立了一个不忘
初心、积极向上的人生榜
样。当问到健康长寿的秘
诀时,杜老说忘记年龄,不
断做事。

据新华社电

红烛点燃了夕阳,
晚霞映红了天际。大批
老年人呼吁,希望促进
老年人继续社会化,生
活、生命质量有所提高,
为国为家再作贡献。

在江城武汉的东湖
之滨,有一位百岁高龄
的老人——原武汉老年
大学开创者和资深老校
长、“中国老年教育事业
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杜
子才,他用行动诠释了
这一重要观念和价值的
实践。

武汉老年大学以创
办早、规模大、成绩显著
闻名全国,成为我国老
年教育的领头雁和示范
点,1989 年,联合国教
科文卫组织在武汉发布
了杜子才等起草的“确
保老年人受到教育”的
《武汉宣言》,得到国际
组织和友人的高度评
价。

原武汉老年大学开创者、百岁老校长杜子才——

“老教之星”：喜看晚霞映楚天

▲百岁老人杜子才。

▼杜子才
的著作。

王福老人在精心护理牡丹。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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