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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败屡战
第一次考试失败，郝建生3个月之内还可

以免费测试2次。他将自己的失利归结为“不
会用电脑”、“测试现场心态不稳”和“对题型比
较陌生”。
“有一道题是，在一个大方框内有很多颜
色各异的小球体没有规则地转动，突然间一个
红色的小球体消失了。这道题让你判断红色小
球体是从哪个位置消失的。如果不仔细看球体
的运动，可能就答错了。”
郝建生努力回想着当时答题的内容。还有

一道题是几只牛羊在一个圈子里，让考生判断
牛和羊的数量是否相等。
题目都很简单，郝建生认为，老年考生过

关的法宝就是放松心态，聚精会神地去看，静
心点击答案。
与此同时，驾校也在复盘考试流程。
“考试分两种题型，判断题和选择题，共
20题，90分合格，最多只能错两道题，错三道
题就不合格了。打个比方，有道题可能随机出
几组数字，切换画面之后，可能会问你刚才随
机的那一组数字，打比方里边有几个8，这个
数字的顺序、倒序是多少，考验的是记忆力和
判断力。大家好好熟悉电脑，平心静气，不要紧
张。”12月9日的交流会上，王勇帮着大家熟悉
题型，分享心得，总结教训。
想明白了这些，首战失利的郝建生回到家

后，专门让儿子打开了电脑，手把手教自己如
何用鼠标在电脑页面上点击答案、如何上网。
这是郝建生71年来第二次与电脑面对面。
为了能过关，郝建生天天都在电脑面前按

鼠标、点网页并模拟答题。每天在电脑面前至少
坐两小时，有时3个小时。枯燥的训练带来了效
果。郝建生不但学会了鼠标的熟练运用和答案的
精准点击，还让儿子在他的智能手机上下载了驾
考软件，并提前开始了科目一和科目四的练习。
对于二次“三力”测试，他已胸有成竹，时

刻等待着驾校召唤再去测试。

一雪前耻
新测试定在12月11日。前一天，驾校分

别给老人们打电话，除郝建生外，接到电话的
还有74岁的阎如昆、72岁的唐永钢、74岁的
宋维绍和73岁的马德山等。
12日上午8点半前，6位老人都到齐了，

驾校将参与测试的老人集合到一起，为他们鼓
劲，提醒他们在测试过程中不要慌张，看准了
答案再去动鼠标。除了这些必要的提醒之外，
工作人员还为老人在手机上下载了驾考模拟
题APP，教他们如何看题，如何答题。
上午9点，班车载着老人们奔向城阳。时

间安排得很紧凑，老人们在车管所业务大厅等
了仅5分钟，值班考官就为老人排起了队，并
检验起身份证。
第一个进考场的是阎如昆，他是第一次来

测试。15分钟后，阎如昆推门走出了考场，门
外等候的老人齐刷刷看向了他。阎如昆笑了
笑：“没有通过，答了85分……”
“第一次测试就85分，已经很高了。”王勇
给阎如昆鼓劲。
“第二个，郝建生。”
郝建生拿着身份证跟考官进了考场。十多

分钟之后，考场的门打开了。郝建生走出门，口
罩挡不住他脸上的笑意。左手拿着一张纸，他
的步子很大很稳健，挥着手喊道，“考了100
分，过了……”
瞬间，所有人将他围拢起来。郝建生难掩

心中的激动，将手里的测试成绩表递到数名
“老伙计”面前，考试成绩栏填着：100分。上面
有公章和监考人签名，还有郝建生的签名。
众人羡慕了再羡慕，王勇适时送上祝福：

“祝贺郝老师，祝贺，祝贺！”
“郝建生现在是‘好建生’了。”现场一老人
兴奋起来：“‘郝’，是好人的‘好’。”
随后进考场的是唐永钢、宋维绍、马德山

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
马德山是首次参加“三力”测试，个子不

高、穿着时尚的他进考场不久就走了出来。和
别人不同的是，这个戴着眼镜进考场的老人，
出考场时手里不仅拿着一份成绩单，还拿着一
个掉了腿的眼镜。
“90分，刚通过。”73岁的老人边笑边说，

“考试过于激动，眼眶上的眼镜跌落到了地上，
眼镜腿掉了。”他的话引来一阵笑声。
“过了就好，过了就可以体检了。”6人测
试，5人过关。与先前两次零过关率相比，大家

内心都很激动。此时，有人提议到大厅门口拍
张合影，这意味着新政实施以来，第一批“三
力”测试合格的老人出现了。
“我想拉着老伴出去郊游”“我想接送孙子
上学放学”“如果能够考取驾照，出门用车也不
必麻烦子女”……老人们高兴地描绘着未来。

体检拦路
“三力”测试“通关”，对于5位老人来说，
只能算迈出了长征第一步。接下来的体检，成
了驾考路上的第二只“拦路虎”。
12月14日，5位老人走进了市车管所体

检中心。这次，郝建生又过关了。与他一起过关
的，还有马德山和另一位老人。可是，另外两位
老人没有过关，因为视力不达标。
驾考中心对老年人的体检主要涉及两方

面。一是视力：要达到标准值，不能有色盲；另
一方面还会看一下手有没有畸形。唐永钢在体
检时被淘汰了，主要原因就是视力不达标，因
为他有轻微白内障。但他不想放弃。
12月18日上午，唐永钢去了趟医院，近日

会进行白内障手术，一旦手术后恢复，他会继
续体检。“我已经将白内障手术的计划告诉驾
校了。驾校也同意我再去体检。”
“三力”过关、体检过关，郝建生与马德山
没有兴奋，他们知道背后还有更艰难的挑战：
从科目一到科目四，毕竟他们已经不再年轻。
“不知道老人考驾照的通过率怎么样，邻
居女儿科目三考了两次才通过，岁数大的估计
更困难了,不过什么事都是一回生二回熟。”郝
建生笑着说。
他去驾校交了学费，数日来一直在家中模

拟科目一，等待下次进考场。郝建生曾以为老
人学车费用会更多，但实际上驾校不但没有多
收取其费用，还少收了300元。
郝建生还没想好将来买什么车，能否考到

驾照还不确定，等驾照拿到之后，他会带上老
伴到车行认真选择一番。“年纪大了，以家庭实
用车型为主，也要考虑车的性能和安全系数。”
体检通过的马德山也在家忙着科目一的

模拟考试。他的家里有车，想着如果真能拿到
驾照，自己的生活可能会发生新的改变。

为情怀护航
经过数轮测试再加上体检，仅仅两步，10

余人坚持到科目一的只有3人，对此驾校早有
思想准备。
“这很正常，驾考就是优中选优，选出适合
开车上路的人。新政给了高龄老年人学驾照机
会，同时又提出了严格要求，不能光凭一腔热
情，还要看个人的身体条件，只有通过一系列
考核的老人，才能开车上路，这既是对老年人
和其家人的安全负责，也是对社会公共交通安
全负责，对开车在路上的其他人的安全负责。”
事实上，这几天王勇不但开始为老人甄选

教练、在驾校成立老年人学车专班，还为老人
专门在训练场设置了休息室，休息室内除了热
水、书报、棋台外，还配备了按摩椅、跑步机和
体能器等。
在王勇看来，到目前还没有一个针对老年

人学车的详尽服务标准，所以连日来他安排工
作人员为老人制定一套“服务手册”，其中特别
提到了“注意语态和语气”、“多使用鼓励的词
语、树立学员自信心”等。
王勇不否认，和年轻人相比，驾校在老人

身上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与耐心，为此驾校还专
门设立了“单人、单车、单教练”的实训模式，同
时学习费用暂时适当优惠。
相比王勇的热情，有的驾校认为，老年人

学驾照的周期会更长，驾校付出的经济成本会
更高，未来会否提高价格，这要“摸着石头过
河”、“边走边看”。还有的驾校表示，他们当前
不接收老年学员报名。毕竟，老年人在驾车中
的反应能力与操控体力，与年轻人相比会慢，
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倒查起来，驾校怕担责。
但是王勇觉得，老人用火热的情怀来学

车，驾校有义务为他们的情怀保驾护航。高龄
群体，来不得半点马虎。”
“信息时代，不会用电脑，这才真正体会到
自己老了。人不能不服老，但哪怕是老了，当应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对于郝建生来说，老人
学车，不光是老有所学。学技术，背后实际上是
情怀的支撑，同时也是对新生活方式的向往。
“我就希望自己拿到驾照，拉着老伴带着相机
到处走走看看，这不是情怀和向往是什么！”
情怀之战，他们忙得正酣。

100分！郝建生第二次走出驾考室，满面春
风。满分通过，意味着他迈出第一步，拿到了驾
校报名的“入场券”。这一天是12月11日，距离
11月20日驾考新政落地21天。
“郝建生现在是‘好建生’了。”现场一老人
兴奋起来：“‘郝’，是好人的‘好’。”
当天，还有4位老人和郝建生一起过关。

郝建生展示他的百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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