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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在年过古稀之后，重新追寻年
轻时的梦想吗？衢州 79 岁的章嘉玉大
爷给出了答案。

怀揣着年轻时对摩托车的热爱，章
嘉玉去年考出摩托车驾驶证，买了一辆
轻便型摩托车。他途经江西、湖北、四
川、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的 30 多个城
市，独自完成了5500多公里的骑行。

“如今，很多老年人对精神
文化生活越来越注重。
换句时髦的话，这叫
树立了积极的老
龄观。”章嘉玉
感慨道。

因 为 有
着共同的爱
好，章嘉玉
还 加 入 了
衢州老年摩
友队，这支队
伍 共 有 27
人 ，平 均 年 龄
接近 70 岁，其中
年龄最大的 81 岁，
他们一起追风逐雨，行
向山海。

最近，这支“爷爷级”摩友队又开启
了新的旅程。

古稀之年重新追梦

“明天还是老时间、老地方集合。”近
日晚上 8 时，老年摩友队的微信群里发
出这样一条信息，队友们纷纷响应，群里
很快热闹起来。

第二天上午 9 时，队友们准时出现
在固定的集合地——柯城区府东街城
东加油站，他们准备前往杭州建德市梅
城镇北的乌龙山。记者在队伍中见到
了章嘉玉，他穿着一身酷炫的骑行服、
头戴摩托车头盔，一点也不像 79 岁的
老 大 爷 ，更 像 是 走 在 潮 流 前 线 的 年
轻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骑摩托车的小
伙子就是街上最靓的仔，就是在那时，我
攒钱买了人生第一辆摩托车。还记得
1995年，衢州市第一条一级公路衢龙公
路主车道正式通车，我和朋友们一起在

衢龙公路上骑车驰骋，感受
速度与激情。后来，我忙于工作，

只能把骑着摩托车远行的梦埋在心底。”
取下头盔，露出花白头发的章嘉玉打开
了话匣子。

一晃几十年，子女们都已成家，章嘉
玉也成了“章爷爷”。“如今，我每个月退
休金够吃够用，医疗保险等保障都有，在
经济方面不太需要操心。”章嘉玉说，退
休后，本该安心养老的他还是有着一颗
不羁的心，终于有时间、有能力追寻自己
的梦想了。

按照政策，7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不能继续使用原来的 D、E 级摩托车驾
驶证。但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
测试，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提交体检
证明，还是可以申请新的 F 级摩托车驾
驶证，骑轻便摩托车。了解到这些情况
后，章嘉玉的梦想再次被点燃。去年，他
瞒着家人到驾校报名，很快考出了 F 级
摩托车驾驶证。

“以前要攒钱才能买得起的摩托车，
现在看起来并不是难事。”章嘉玉说，他
考出F级摩托车驾驶证后，就勤练车技，

开始进行更多的场地训练，包括如何过
弯、油门提速减速、倒车扶车技巧等。

最初，家人担心章嘉玉的安全，并不
赞成他骑行。但章嘉玉心怀梦想，格外
坚持，家人便不再反对，只是反复提醒
他，要将安全放在首位。

“老年人骑行，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不求速度。每一次出行，我都会把护具
带上，遵守交通规则，速度尽量放慢一
些。遇到好的景色就停下来，拍一些照
片，分享给家人、朋友，悠哉游哉。”章嘉
玉说。

我是赶上好时候了

经过训练，章嘉玉的骑行技术越来
越好，去更远的地方看看，这个念头也越
来越强烈。

“骑上摩托车，感觉青春的激情仍
在燃烧。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旅游，想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没有时间实现
这个愿望，如今我可以骑上摩托车去圆
梦了。”去年 10 月，章嘉玉准备好装备
和护具，独自一人踏上了长途骑行之

旅，他从衢州出发，经过了江西、湖北、
四川、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的 30 多个
城市。

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为章嘉玉提
供了极大便利。他随身携带智能手机，
骑行时用来导航，停下时用来拍照。他
将沿途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拍成视
频，自学剪辑分享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上。“这些新技术方便实用，早些年的老
人没有这些福利，我是赶上好时候了。”
章嘉玉说。

在江西，章嘉玉看到了鄱阳湖，他形
容：“像一颗绿宝石点缀在金色的腰带长
江上”；在四川，章嘉玉尝到了火辣辣的
川菜，他感叹“够爽”；在广西，章嘉玉体
验到了别致的山水⋯⋯

回顾 24 天的行程，章嘉玉仍觉得
历历在目。“大部分时候是开心的，惊险
的时候也有。我印象最深的是湖北恩
施的山路，很陡、弯又急，最难走的地方
只能开 15 码左右。”在山脚小憩时章嘉
玉发现，有许多年轻骑手也挑战了这条
路线。

一路上，章嘉玉还遇到了很多为

他指路的热心人、和他打招呼的路人，
看到章嘉玉这个年纪还在长途骑行，
大家纷纷表示“太厉害了”。“我想的
是，年轻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章
嘉玉说。

长途骑行结束后，章嘉玉像是尝
到甜头的孩子，回到家后就开始计划
下一次旅行。海南，将是他长途骑行
的下一站。“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
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看到不同
地区的风景，吃到不同风味的美食。”
章嘉玉说。

同甘共苦收获友谊

骑行不仅让章嘉玉实现梦想，还让
他收获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老年摩友队
的队友们经常相约骑行。

“现在的路况比以前好多了，交通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路面更平整、路灯
更多更明亮，还有四通八达的高等级公
路，串联起各地的美景，让我们可以酣
畅骑行。衢州市区周边能骑行的地方
我们几乎去遍了。这一回去建德乌龙
山，希望有新的体验。”给车子加满油
后，重新戴上头盔、跨上摩托车，章嘉玉
和队友们出发了。骑行时，他们有序地
排成一列，穿梭在城市里，骑行在山
道上。

今年 73 岁的摩友队队长王水土骑
在队伍最前面，主要任务是把握方向和
速度。骑行在队伍最后面的老人是 77
岁的周小林，他的任务是防止
队 友 掉 队 。 周 小 林
说，出门在外，必
须 保 证 每 一

个队友的安全。
骑行路上，总有各种情况发生。去

年，王水土等 4 名老年摩友队队员相邀
骑行太行山挂壁公路，途中，他们遇到了
一直下雨的恶劣天气。

“雨水拍打在面罩上，影响我们的
视线，而且雨天路滑，要时刻注意车身
稳定。如果遇到较深水坑，还有爆胎的
风险，要控制好车速。”王水土说，路上
车子还是坏了几回，大家随身带着修理
工具，相互帮忙修理，最终，他们用 3 天
时 间 ，完 成 了 打 卡 南 太 行 最 高 峰 的
计划。

遇到困难一起想办法解决，一同欣
赏沿途风景，一同抵达目的地⋯⋯同甘
共苦让队友们变得更加默契，也更加珍
惜友谊。

“集体出行要互相照顾，现在我们就
像一家人一样。”章嘉玉说，天下骑友是
一家，每次在路上遇到陌生的骑友，他们
都会亲切地打招呼，为对方加油。

从衢州市区骑往乌龙山，一路上的
景色变化多端，从高楼林立到乡村风情
再到山峦静谧，中午 12 时，摩友队的队
员们抵达山顶，站在高处远眺，有种豁然
开朗的畅快感。

能耐万里骑行苦，方享神州漫游乐，
这是队友们共同的信念。至于还会骑行
多久，很多队员说：“只要身体和时间允
许，我们会一直骑行下去，也希望更多人
加入我们的队伍。”

79岁的衢州大爷章嘉玉爱上骑摩托车远行——

不老骑士：青春的激情在燃烧
本报记者 赵璐洁 钱洁瑗 共享联盟·柯城 郑 晨

石展承一下子红了。这个出生于
1999年的小伙子，是诸暨家居家纺品牌
洁丽雅集团的“企三代”。其自编自导自
演的系列短剧《毛巾帝国剧场版》一经发
布就广受网友好评，第二集更是冲上抖
音热搜榜第一。截至 5 月 9 日，该剧已
发布 6 集，共斩获近 8000 万播放量。石
展承开设仅两年的抖音账号粉丝也超
86万，获赞868万。

《毛巾帝国剧场版》以自传的口吻，
讲述了一个家族企业的故事。石展承介
绍：“在剧中，我是企三代，两度创业失败
后被迫当上家族企业 CEO，还得和弟弟
妹妹争夺家产。就当我以为胜券在握
时，腹黑的二叔从英国回来了，为争家产
将我流放基层。如今，我回归总部开启
夺权大战⋯⋯”

精彩的故事引得很多网友在评论区
催更。“好看爱看还想看，可以多发！”“下
一期什么时候上线？”在网友纷纷点赞的
同时，也有更多人关注到了洁丽雅这一
国货老品牌。

当好家族“显眼包”

见到石展承是一个午后。一身舒
适休闲装的他坐在办公桌前，仰着瘦
削 白 净 的 脸 庞 ，正 和 助 理 商 议 视 频
剪辑。

他的办公桌上，一本厚厚的笔记
本 翻 开 放 置 ，上 面 密 密 麻 麻 记 满 了
笔记。

“稍等我5分钟。”招呼记者入座后，
石展承继续和助理讨论刚剪好的视频内
容。“这集剧情，剪出来我觉得有点拖沓，
你看看哪里可以改？”交代助理之后，石
展承告诉记者：“很多年轻人喜欢用电脑
记录，但我更习惯手写，骨子里还是个传
统的人。”

2023年春节，石展承进入洁丽雅集
团工作。“这笔记本是我第一次参加股东
大会时父亲送我的。它就是一个象征，
不断激励我为企业做更多的事。”石展
承说。

入职洁丽雅一年来，石展承最成功
的事，便是创作了《毛巾帝国剧场版》。
用家族“显眼包”的人设，给企业树立了
互联网新门面。

“显眼包”，是石展承给自己的角色
定位。“我这个属性，应该是从提出学表
演开始的。”石展承说，最开始父亲不同
意，这显然出乎父亲意料。

父亲问他是不是真的喜欢表演，能
不能坚持，石展承的回答让父亲十分满
意：“学艺先学做人，通过学习表演我可
以了解更多人的内心世界，也能够换位
思考。”之后石展承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
表演系。

青春期的“叛逆”，让石展承走上
了影视表演之路。在《毛巾帝国剧场
版》中，他不仅自编自导自演，还参与
最后的视频剪辑。对表演出身的石展
承来说，导演和编剧并非本行，但在他
看来，要精准表达自己的理念还得自
己来。

剧中的父亲、二叔、助理小张等都由
其本人出演，但做派和现实生活中的样
子大相径庭。“真实的父亲可没有天天钓
鱼，他需要管理的事务很多；二叔也没有
跟我争夺家产，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
交给了公司，为集团尽心尽力⋯⋯”石展

承解释。
真实的家庭背景，虚构的人设，快速

的叙述节奏⋯⋯《毛巾帝国剧场版》精准
地契合了当下网友的审美口味和观看习
惯，吸引了一批粉丝。

“我现在就是要当好‘显眼包’，让网
友和企业都满意。”短剧的成功让石展承
意识到，网友喜欢的不仅是故事情节，还
有自己的个性和真实的生活。

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石展承对后
续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本上
每一期剧情视频，他都要花一周左右的
时间。“他是细节控，追求完美，有一点
不舒服的地方，就会反复修改，推翻重
来也是常有的事。”助理张云飞这样
评价。

石展承接过话茬：“不论怎么修改，
我都追求真实且正向积极。”

两代人思路碰撞

“打造红人 IP 可以让老品牌获得
直面顾客的机会，通过社交媒体等自有

渠道，直接面对消费者进行推广。”在洁
丽雅集团的诸暨总部，集团董事长石
磊——石展承的父亲，端起紫砂杯，喝
了一口新泡的红茶，气定神闲地对记者
讲述。

其实，石展承推出《毛巾帝国剧场
版》，石磊功不可没。“刚开始运营抖音号
的时候，他每天都很焦虑，我看他状态不
好，就帮他出出主意。”石磊说。当下流
行的短剧对于集团品牌年轻化战略或许
可以起到助推作用。“于是我就建议儿子
尝试短剧。”

果不其然，多年闯荡商海的石磊眼
光独到，这也让石展承挺服气。

“我们家的毛巾以往十分鲜艳，我觉
得很土，想要改变，于是琢磨着设计一款
能够还原棉花质感又能让年轻人喜欢的
毛巾。”就这样，石展承开始暗暗地和父
亲较劲儿。

父亲也由着石展承，给出两条生产
线，让他试一试。去年初，两款不同设
计风格的毛巾同时上架。一款是石展
承设计的纯白色，一款是石磊主推的条

纹款。“父亲的那款，现在还是销量第
一,并且一直在对细节进行改良，而我
那款，早就不知道去哪了。”石展承有几
分自嘲。

“我内心挺佩服父亲的，但是，就像
他喝茶，我喝咖啡一样，两代人需要有不
同的思想碰撞，我想找到属于自己的发
展道路。”石展承说，“我从小就生活在有
爱的家庭，家人也很支持我做想做的事
情，给了很多试错的机会。”

随着石展承抖音账号的关注人数越
来越多，不少年轻人开始了解洁丽雅——
这个创立于1986年、主营毛浴巾的中国
家纺品牌。

这让石展承很有成就感。接下来，
他想将自己的审美、洁丽雅的文化、家
族的情感，融入视频创作，让更多人
看见。

对此，石磊也表示赞同：“他愿意
尝试是好事，我们能做的就是多给年
轻人机会，很多新模式都是不断尝试
出来的，这也能帮助企业创造更大的
价值。”

年轻就是要折腾

采访过程中，石展承提到最多的就是
品牌年轻化，他说：“年轻就是要会折腾。”

洁丽雅集团从 2016 年开始实施年
轻化品牌计划，不仅需要吸引更多年轻
消费者，企业也需要新鲜血液。“我就是
新鲜血液。”石展承自豪地说。

其实，像很多“企二代”“企三代”一
样，石展承以前并没想加入洁丽雅。在
石展承小时候，父亲就全身心投入工作，
很少有时间陪自己，甚至把生活搬到了
办公室。“我不想以后也变成这样。”石展
承坦言。

2022 年，石展承大学毕业，当时直
播带货行业异常火爆，所以就组建了一
个小团队开始试水。不过，带货生涯以
失败告终。“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企业家
十分不容易。”品尝到艰辛之后，他理解
了父亲的忙碌，也体会到父亲肩上的担
子有多重。于是，他进入集团，希望通过
运营自媒体账号，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
洁丽雅。

来到洁丽雅，石展承有了自己的工
作室。跟随他的还有两位助理，都是曾
经一起创业的伙伴。大家一起研究视频
脚本、讨论剪辑，不知不觉间，石展承也
把生活搬进了办公室。这里有他的钢
琴、画板。“渐渐地，我也变成了父辈的样
子，但并不讨厌。”

洁丽雅第一款结合国风元素的“敦
煌”毛巾已经上市，通过直播间卖出了第
一单，这让石展承很有成就感。虽然销
量比不上其他产品，但从选材、设计到出
货，每一个环节石展承都参与其中。“之
后还会有第二款、第三款，相信通过不断
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抓住年轻消费者的
审美点，就像短剧抓住网友那样，创造精
彩。”石展承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石展承向记者透露，他正在规划自
媒体账号的长期发展。尽管发展路径
存在多种可能性，但确定无疑的是——
它们都很生动精彩，企业接班人的 IP
故事仍将继续。

▶ （扫二维码，看相关
报道和视频）

诸暨洁丽雅集团“企三代”石展承自创系列短剧成网红——

品牌年轻化，我就是新鲜血液
本报记者 干 婧 谢丹颖 周林怡

诸暨洁丽雅集团“企三代”石展承自创系列短剧成网红——

品牌年轻化，我就是新鲜血液
本报记者 干 婧 谢丹颖 周林怡

石展承（左）在办公室拍摄短剧。

▲ 老年摩友队部分队员合影。▲ 老年摩友队部分队员合影。◀ 章嘉玉在骑行途中。

《毛巾帝国剧场版》中，石展承踩缝纫机。 受访者供图

老年摩友队老年摩友队翻山越岭翻山越岭。。 （（本文图片均由本文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钱洁瑗钱洁瑗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