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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取消
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
轻便摩托车驾驶证 70 周岁的年龄
上限”的消息，在重阳节前 3 天发
布，其目的是“为更好适应老龄化社
会发展的新需求”，不少人认为，这
是给老年人的一份节日礼物。

“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也是
对老年群体的尊重。”周良平从社
会发展层面，充分肯定了这一举
措。而鄞州老年大学校长李亚丹也

表示，这是社会发展的趋
势，也给了老年人

更多参与学习的机会。
不过，许多受访者认为，驾驶

技能与普通生活技能不同，它涉及
驾驶人自身安全及社会安全，在操

作层面尤其需要慎重。
鄞 州 老 年 大 学 对 女 性 50 周

岁、男性 60 周岁的学员开放，但
对于 70 周岁以上老人，要求不能
参加动态类活动，尤其是体育舞蹈
类活动。

一位从事老年教育的老师对老
年人的变化深有感触：与小朋友不
同，每过一个暑假，有些老年人就
老了一些；哪怕不到 70 岁，有些
老年人在跳舞时也跟不上节奏；一
些老年人很热衷于做志愿者，但却
会发生一些崴脚等意外。

尽管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因个体
而异，有些 75 岁的老年人身体要
好于 65 岁的，但非专业机构无法
界定。同样，对于驾考，尽管有些
老年人在生活经验上比年轻人丰
富，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处事
能力、应变能力等还是需要进行测
试的，而且这种测试应该是动态的。

对于 70 周岁以上人群申领驾
照，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前提是

“增加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
能力测试，保证身体条件符合安全
驾驶要求”。业内人士表示，这种
测试该怎么实施，有关细则还有待
深化，毕竟驾车行驶在路上，这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常规的测试很
可能以静态为主。

在发达国家，70 岁以上老年
人驾车上路屡见不鲜，这种情况在
国内并不多。这与国外的驾驶环境
和老年人的身体素质息息相关。随
着国人健康水平的提升，驾驶人的
年龄也将呈上升趋势。因此，作为
送给老年人的特殊“节日礼”，有
关部门在政策落地时，需要进行充
分考量，让它“叫好又叫座”。

这份“节日礼”很温情
具体操作还需慎重

教练正在指导学员学习，目前学车人群中，50周岁以上的并不多见。 （张燕 应刘娜 摄）

几年前，办公室同事的父亲、
一名退休的老医生，赶在外孙女上
小学之前考出了驾照，紧接着又置
办了一辆小汽车，把接送外孙女上
下学的任务揽了过来，让他的女
儿、我的同事能够安心工作。

开车接送第三代上下学，这是
老年人学习汽车驾驶技术的一大动
力。毕竟，在许多双职工家庭，接
送孩子上下学的任务主要由祖辈承
担。寒来暑往，雨雪冰霜，往返学
校的途中，一老一小难免遭遇天气
突变，这时候，若有一辆遮风挡雨
的小汽车和一名驾驶技术娴熟的

“老司机”，这段路程就不会那么艰
辛了。

除了接送孩子，还有一部分老
年人身无牵挂，他们“七十岁学跌
打”跑去考驾照，只为拿到本本后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些风
景名胜区，我们经常能遇到开着房
车的老年人，或是夫妻结伴，或是
三五成群，走走停停，随心所欲，
充分感受祖国山河的壮美。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统计公
报，2019 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
命达到 77.3 岁。而在宁波，2018
年的人均期望寿命已经达到 81.61
岁，我市老年居民的健康素养正在
稳步提升。学习一门新的技能，让
自己的活动半径得到扩展，有助于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这次公安部推出“放宽小型汽
车驾驶证申请年龄”的新政，正是
适应了我国老龄化社会发展的新需
求。对于身体条件符合规定、又有
驾车需求的老年人来说是一项利好
政策。 （王 芳）

老骥行千里，不再是梦

一个月后，70周岁以上人群能申领驾照

如何让这份“节日礼”
叫好又叫座
记者 张 燕 王晓峰

昨天上午，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异地办”“便捷办”“网上

办”等三个方面12项公安交管优化营商环境新措施，这批新政将于今年11月

20日起实施。

其中一条关于“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请年龄”的举措备受关注——

“为更好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取消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

车、轻便摩托车驾驶证 70 周岁的年龄上限。对 70 周岁以上人员考领驾驶证

的，增加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保证身体条件符合安全驾驶

要求”。也就是说，一个月后，70周岁以上人群也能申领驾照了。

新政一出台，就在线上线下引
起热议。记者梳理了一下微博上的
发言，提出异议者居多，核心问题
集中在“安全”两字上。

网友“怕狗 de 汪汪”说：“天
呐，这样真的不好。老了，眼睛不
好、耳朵不好，怎么开车啊？我爸
现在五十多岁，开车我都很担心他
的安全问题。”

这名网友的发言很具有代表
性。记者发现，很多网友质疑老年
人的身体状况及安全意识。他们普
遍 认 为 ， 70 周 岁 以 上 就 别 开 车
了，毕竟年纪大了，反应能力再
强、视力再好，也不能和年轻人
比。还有网友说：“现在日本的老
年‘马路杀手’已经成为社会问题
了！”

网友的担忧不是无的放矢。据
统计，去年全市发生的死亡交通事
故中，老年群体占比较高，60 岁
以上的占总死亡人数的 45%。

当然，网友也是宽容的，不少
人就提出要尊重老年人权益，不能
剥夺老年人开车的权利，但要“严
格审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网友“筱柒_xiao”说：“放宽
年龄限制，为一些想要开车出行的

老年人提供了方便。要加强测试，
不能降低标准，同时地方监管也要
到位。此外，每年的体检等也要落
实到位，层层把控，让老年人开车
上路也很安全。”

如果说网上发表评论的以年轻
人为主，只能代表这一群体的观
点，那么线下老年人又是怎么看待
新政的呢？

一名 60 岁的唐姓阿姨告诉记
者，新举措不错，尊重老年人的权
益，体现了人性化，但岁月不饶人，
70 周岁以上的老人身体再硬朗，也
存在着不可预知的风险。到这个年
纪了，更要对自己及他人的生命安
全负责。“如果才 50 多岁，去考驾
照不奇怪。70 多岁了再去考，我是
不会去的。再说，你考得出来吗？”

记者又随机采访了多位老年
人，其中不少人早就有驾照了，他
们觉得，年纪大了，各种应急处置
能力跟不上了，出于安全考虑，他
们正打算主动注销驾照。“现在公
共交通这么发达，退休后又没什么
事情，不需要赶时间、跑远路，没
必要开车啊！还有养车成本也需要
考虑。除非家里实在没人，需要你
远距离接送孙辈上下学。”

“老司机”上路
安全问题最受关注

对于“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
请年龄”的新举措，市车管所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从媒体上获
悉这轮“放管服”改革的内容，但
如何实施还是要以具体细则为准。
因为公安部是从顶层设计出发，发
布的新政只是一个大方向，具体细
则出台还需要时间。不过，车管部
门会积极做好准备，确保该项措施
顺利实施。

根据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 （2016 版）》：申请小型汽
车 C1、小型自动挡汽车 C2、残疾
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C5、
轻便摩托车 F 准驾车型的，年龄应
在 18 周岁以上、70 周岁以下。

截至目前，宁波汽车驾驶人已
有 363 万人。全市登记在册的 70 周
岁以上驾驶人只有 1.1 万人，60 周
岁以上驾驶人约为 13 万人。

市车管所工作人员预测，届时
考领并拿到驾驶证的老年人
不会特别多。老年人的
学 习 能 力 相 对 较
弱，理论考试

将会是老年人的一道坎，更不用说
还有科目三的安全文明驾驶考试。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
题。根据目前的规定，有驾照的市民，
超过 70 周岁也是可以继续开车的，
不过要每年体检一次并确保合格。

“我们一直建议，驾驶员感觉
自己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了，对
于开车这件事就要量力而行。”这
名工作人员说，这次公安部“放宽
小型汽车驾驶证申请年龄”的新
政，是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的新需
求，既为老年人考领驾驶证提供
便利，又要求他们的身体条件必须
符合安全驾驶的有关规定，这也是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
虽然受众群体不多，但对于身体条
件符合、又有驾车需求的老年人来
说确实是一项利好政策。

我市现有驾驶人363万人
70周岁以上约占千分之三

昨天下午，象山港驾校保国寺
校区，教练员郭世辉正在指挥他的
学员进行倒车入库等练习，他目前
所 带 的 学 员 大 多 是 30 多 岁 。 现
场，学员培训涉及很多实际操作项
目，包括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
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
线行驶、掉头等。记者注意到，在
训练过程中，学员时而上车训练、
时而下车查看自己的错误点，时而
和教练调换座位，一趟下来就要大
半个小时。

“ 驾 驶 正 在 从 以 前 的 谋 生 手
段变为一种生活技能，也正因此，
学员的年轻化趋势明显，很多高中
毕业生利用上大学前的暑假来考驾
照 。” 象 山 港 驾 校 校 长 周 世 红 介
绍，“记得前段时间有个高中生一
毕业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大约 45
天就拿到了驾照，后来他还介绍了
3 个同学来学习，也基本上一次过
关 。” 因 为 学 习 能 力 和 操 作 能 力
强，能利用暑假这段时间集中学
习、完成考试，这类学生颇受驾校
欢迎。我市很多驾校推出了暑期
班，加大夜间培训力度，象山港驾
校还在市区 15 个场地开展“夜夜
为你明灯”活动，今年尽管受到疫
情 影 响 ， 仍 有 近 500 名 “ 准 大 学
生”来该驾校学习。

记者采访了浙江万里学院的戴
同学和郑同学，他们都是在大学期
间考出了驾照，“我们考驾照时，看
到有同学高中毕业就拥有驾照了，
现在班上大部分同学有了驾照。”

除莘莘学子之外，35 至 45 周岁
的壮年人，是驾校生源的主力。近年
来，外来务工人员成为我市学驾主

力。“不少来宁波务工的外地人有了
积蓄后想买车回家过年，所以每年
10 月份是报名的旺季，经过几个月
的学习，他们一般都能拿到驾照，然
后开车回家。”周世红介绍。

50 岁以上的学员并不多。业
内人士估计，我市去年 23 万名左
右的驾校学员中，50 岁以上的不
到 10%。令郭教练印象深刻的 3 名
年近 70 岁的学员，还是几年前来
报名参加学习的。“我记得那年来
了两个 66 岁的阿姨，她们想结伴
学车后去自驾旅行。其中一位阿姨
的学习能力很强，她考的是手动
挡，只在科目二中补考过一次，其
他考试都是一次性过关。另一位阿
姨因几次未过关，心理上承受不
了，最终放弃了考试。”郭教练还
接待过一个 60 多岁的大叔，当时
他想帮子女接娃送娃，就报了驾培
学习，经过 5 次补考终于通过。

“现行的驾培政策，有一条比
较人性化，如果事先报的是手动
挡，中途可降为自动挡。”郭教练
表示，这为部分年纪大或开手动挡
有困难的学员提供了方便。

“新政为老年人提供了公平参
与生活技能学习的机会，但作为驾
校，还是有许多需要考虑的地方。”
宁波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协会
副会长周良平表示，“现行的教学大
纲，是针对 18 周岁到 70 周岁的学员
设计的，一趟训练下来上车下车十
几次算是少的了。学车不仅仅要考
验人的判断力、记忆力、反应力，也
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因此，从培
训角度出发，对 70 岁以上老年人的
培训内容及方式还有待研究。

50周岁以上学员不到10%
如何培训老年学员有待研究

韩立萍 制图

我市驾
校发展花园式教
练场，图为象山港驾
校保国寺校区。
（张燕 应刘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