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 2023年8月30日 星期三08

编辑/王晓茹 史茜 侯玉刚 美编/王敏 一读/刘艳君

谁能想得到，她能凭借努力和毅力完成这样的壮举——

65岁李阿姨8年骑行12国走世界

李冬菊今年 65岁，河南郑州人，退休前是一
名纱厂仓管员。2013年，退休后的李冬菊意外接
触到了骑行，“我在马路边看见一支骑行车队疾驰
而过，觉得他们特别威风。”

回家的路上，恰好经过一家自行车专卖店，李
冬菊就进去看了看，买了一顶骑行帽。“当时家里
只有 100多块钱的自行车，我就搭配着骑行帽先
骑着玩了几次，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快乐，就这样
爱上了骑行。”

李冬菊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因为和丈夫离婚，
患上了抑郁症，但是骑车的时候，感觉特别放松。

“后来我儿子回家看到了这顶骑行帽，我告诉他自
己想要尝试骑行，儿子觉得骑行能分散我的注意
力，让我的病情缓解一点，就自己掏钱给我买了辆
1000多元的山地车。”

拿到了漂亮山地车的李冬菊十分开心，每
天空了就出去骑车。在家附近骑车玩了一段时
间后，她萌生了出国骑行，看一看外面世界的想
法。李冬菊随口和儿子提了下，没想到把儿子
吓坏了，“因为在这之前我很少出远门，更别说
去国外骑行了，儿子起初并不赞成，但我一直坚
持，最后他还是妥协了，但反复叮嘱我，一定要
注意安全。”

得到了儿子的支持，李冬菊兴冲冲地准备起
了自己的出国旅程——办护照和签证、选路线、买
装备、找骑友，那段时间她忙得不亦乐乎。

2014年11月，李冬菊和两个骑友向东南亚出
发。刚开始，三人还互相照应着骑车，但骑了一段
时间后，由于三人的骑行速度不一样导致走散。

这让没有经验的李冬菊吃尽了苦头，“当时想
着有队友，所以很多事情没有考虑周全，比如没有
提前换电话卡，导致后面和队友失去了联系。”另
外当时李冬菊出国带的还是老人机，很多功能都
没有，这让她犯了难。

李冬菊急坏了，甚至在国外的大街上不住
地抹眼泪。“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名中国小伙
子，他问了我的情况后，还派车把我送到了河
内让我坐车回国。”第一次失败的出国骑行之
旅，虽然意外重重，但她感觉到了同胞伸出援
手带来的温暖。

回国之后李冬菊没有立马回家，而是直接骑
行到了云南丽江，“都说丽江风景很美，就想去看
看。我当时的退休金不太高，眼看着钱快花完了，
我就在丽江的一家客栈应聘保洁工作，给自己攒

骑行的费用。”攒了一些钱后，李冬菊先后骑行了
云南、西藏、新疆、青海等地，“看到了很多美景，心
情好了很多。”

在积攒了一定的经验后，为了弥补第一次出
国失利的遗憾，李冬菊再次组了个三人骑行团从
南宁一路骑行到东南亚，去了越南、老挝、泰国、柬
埔寨。“后来我买了智能机，学会了用手机导航和
翻译软件，光在泰国就骑行了44天。为了省钱没
住酒店，累了就找合适的空地扎帐篷休息，还和当
地人一起体验生活，让我收获到了很多。”

2019年 4月，李冬菊又开始了骑行生涯新的
挑战——孤身一人骑行欧洲。李冬菊笑着说，自
己只会“sorry”“ok”“no”“thank you”四句英语，没
想到在欧洲之旅中也够用了。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在俄罗斯转机的时候，她
下飞机先去了卫生间，出来后发现迷路了，只能求
助工作人员，她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重复着她仅
会的四句英语。“没想到工作人员看着我的比划，
明白了我的意思，之后，一位好心人带我去了附近
咖啡馆蹭了无线网，我把下一个目的地城市的路
线快速地保存下来，后来顺利骑行到了城里。”

李冬菊说，在城里她还遇到了一位年轻的男同
胞好心地带着她游玩；又遇到一位河南女孩，因为
是老乡的缘故，女孩热情地收留了她一晚。李冬菊
告诉记者，那个女孩说，李冬菊比她母亲年纪还大，
竟然能够一个人出国骑行，特别敬佩她的勇气，觉
得她活得很潇洒。这让李冬菊十分感慨，“其实我
没告诉她，我还得过抑郁症呢！不过大概是骑行的
经历让我的整个精神状态变得好起来了吧。”

此后，李冬菊又辗转骑行去了新西兰、澳大利
亚，还在澳洲骑行时遭遇山火，“当时我在树林里
推着车，突然遇到一阵烟把眼睛熏得视线模糊，再
往树林里走，发现有火苗，我赶紧拍了照片，骑到
最近的服务区报了警，带着服务区的几个小伙子
来到了失火地点，成功阻止了火势蔓延，这个我还
挺自豪的。”

到如今，李冬菊已经骑行过越南、柬埔寨、泰
国、老挝、塞尔维亚、波黑、黑山、克罗地亚、摩纳
哥、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12个国家。

（据《扬子晚报》徐韶达）

临近开学，杭州市拱宸桥小学 301班的小朋
友们每天必做的事情不是赶作业，而是时不时去
自家报信箱看看，有没有一份来自温州苍南的信。

这封信来自于他们的班主任姚思思。姚老师
今年在老家过暑假，启程回杭州前，特意去镇上的
邮局寄出了41封信。

从前车马慢，如今书信情更浓。在这些信件
里，老师的字里行间都是爱，是彼此的牵挂和期盼
重逢的激动，是这个暑假里的所见所闻，是新学期
对孩子们的期待——

“好久不见，你一定长高了，也更可爱了！可
爱的你，暑假在家里过得怎么样呀？有没有保持
学习、坚持运动，好好休息？”

“每一次的出行总会有各种惊喜，亦如我们的

人生，总是充裕着各种可爱与美好。如果有机会，
姚老师也希望你可以和家人一起出去走走看看，
去体验，去感受，去成长……”

姚老师 8月初去了云南，“那里太美了，我第
一时间就想到了已经分别一个月的孩子们，非常
想和他们分享旅行经历，以及假期里的点点滴
滴。”从云南回来后，姚老师到老家陪伴老人，“回
忆起以前只能用书信传递讯息的日子，我突然想
到，不如就给班上的孩子每人写一封信。”

在姚老师看来，书信自带一种特别的情感，平
时见面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都可以在书信中尽
情表达。

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三天，姚老师终于诉
说完了对孩子们的思念。但当她兴致勃勃准备寄

信时，遇到了不少“小状况”。
“我特意网购了非常可爱的信封，但寄信时才

发现了问题，地址写哪里？邮票呢？去哪里买？”
于是，姚老师又花了一天的时间去镇上的邮

局踩点，“投信箱几乎都没什么人用，两侧都摆满
了杂物，应该是附近摆摊人的物品。还记得我上
一次来寄信还是十多年前，那时上高中，很流行有
个‘笔友’。对我来说，这次‘踩点’也是一个重新
学习的过程，我们离传统的沟通方式确实越来越
遥远了。”

顺利把信寄出后，姚老师在班级群上告诉了
家长们，不出所料，不少家长都纷纷表示，这是自
家娃人生第一次收到信——

（据《钱江晚报》沈蒙和 詹程开）

李冬菊骑行川藏线

近日，河南郑州一位65岁的阿姨在短视频平

台上，晒出了自己8年骑行12个国家的经历，被广

大网友赞道“打开了退休新方式”。随后，记者联

系上这位阿姨，她叫李冬菊，曾患抑郁症，退休后

爱上了骑行。这位只会4句简单英语的阿姨，竟

靠着用手比划和翻译软件，顺利骑行了12个国

家。“我的梦想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在世界各地

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

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

份正能量传递下去。”李冬菊笑着说。

这位班主任暑假里给41个学生各写一封信，如获至宝的孩子们——

第一次体会见字如面 第一次感受纸短情长

她退休后爱上骑行，儿子赞助辆山地车

“半工半骑”攒钱，走遍西藏新疆

只会4句英语，就单车骑行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