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特色学科
培养专门教师

“学了几期手机网络课，终于

初步掌握了手机支付知识。以后

想买什么东西，打开手机一点就完

成，很方便！”经常浏览广东开放大

学线上课程的林叔表示，时代变化

快，老年人也渴望能跟上时代，多

学习一些知识，而广东开放大学提

供 的 学 习 平 台 对 自 己 帮 助 很 大 。

“课程内容符合老年人思维习惯，

也会有专业的老师耐心解答，不用

担心学不会了。”林叔说。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老年

教育需求日益旺盛，老年大学学位

紧张、老年教育从业人员不足等问

题也越来越得到关注。

“老年教育有其独特的地方，

它更偏重于生活教育。老年人希

望能够学习一些与生活密切相关

的内容，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或是

培养兴趣爱好。”广东开放大学教

授王建根说：“之前有一位老人，

想 报 老 年 大 学 书 法 班 ，好 久 都 没

成功，连生日许愿都是希望能成功

入学。”

广东开放大学集全校之力，以

健康产业学院为基础，打破传统学

科壁垒，以特色学科建设为主线，

发 挥 信 息 技 术 优 势 ，创 新 体 制 机

制 ，推 进 7 个 学 院 和 部 门 资 源 整

合，汇聚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老年教

育服务、科普宣传等为一体，办老

年人家门口的大学。

广东开放大学校长刘文清表

示：“大力发展老年学学科，要加

强 实 践 研 究 ，提 高 老 年 教 育 理 论

发 展 水 平 ，将 老 年 教 育 与 养 老 服

务 人 才 培 养 、老 龄 事 业 发 展 等 一

体规划发展。”

为了更好地发展老年学学科，

学校邀请国内外知名研究专家，组

建“老年学学科专家顾问团”，提供

专家支持、技术服务、决策参考以

及重难点课题研究等。

刘文清表示：“老年教育师资

队伍规模与老龄人口规模不相匹

配，普遍存在师资力量较弱、师资

兼职化程度高的情况。”为了增强

师 资 力 量 ，广 东 开 放 大 学 与 国 内

外 著 名 高 校 共 建“ 研 究 生 联 合 培

养基地”，与合作高校共同培养老

年 学 研 究 生 。 此 外 ，学 校 还 建 立

了 养 老 服 务 人 员 培 训 基 地 ，借 助

覆盖全省的老年大学，与企业、社

工机构等组织合作建立养老服务

人 员 培 训 基 地 ，针 对 师 资 队 伍 进

行 专 项 培 训 。 近 年 来 ，广 东 开 放

大学已培养培训相关专业人才近

万 人 ，目 前 正 在 打 造 广 东 省 首 个

国家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

汇聚优质资源
打造线上平台

今年 62 岁的学员柳淑琴，是

国 家 开 放 大 学 老 年 大 学 的 学 员 。

上完写意花鸟课，她又报名了书法

班。“来到老年大学，一学就不想走

了 。 在 这 里 ，学 到 的 东 西 越 来 越

多！”她说。

另外一名学员康剑民经常在

线上观看国家开放大学老年大学的

直播课，“课程可以回放，随时随地

都能学，这种学习方式很适合我！”

在国家开放大学老年大学，热

爱学习的老年人还有很多。国家

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老年大学校

长刘臣介绍，国家开放大学于 2015
年正式成立老年大学，目前已初步

构建老年教育办学体系，在 30 所

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

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 4 万个老

年教育学习点。线上平台注册用

户数总计 630 余万人，线下累计开

办 10 万个班级，学员超过 573 万人

次。辐射全国的老年教育网络，为

扩大老年教育覆盖面奠定了坚实

基础。

“国家开放大学已搭建多终端

的学习平台，为全国老年教育资源

共享与公共服务平台的整体建设

与升级打下了良好基础。”刘臣介

绍，未来，将利用人工智能、5G、云

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为老年大

学及各类老年教育机构提供在线

资源，为老年学习者提供个性化、

便捷化、全流程学习支持服务。

丰富的优质资源，则为有效扩

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打下重要基

础。目前，国家开放大学老年大学

已集聚九大类 38 万分钟适合老年

人学习的优质数字化学习资源，编

制《老年教育资源目录》，整合主题

式课程 400 余门，并设计开发多类

优质线下课程，还策划了老年学历

教育。

国家开放大学党委书记荆德

刚表示，国家开放大学将利用好各

方面优势，激发更多潜力，不断优

化 体 制 机 制 、扩 大 老 年 教 育 覆 盖

面、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努力

实现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

“未来的国家老年大学既是实

体办学机构，又是系统办学组织。

国家老年大学将成为老年朋友的

知识学园、生活乐园、精神家园，成

为我国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

系中老年教育的领头羊、老有所学

终身学习体系中的国家队、国际老

年 教 育 交 流 的 重 要 窗 口 。”荆 德

刚说。

社会力量办学
提供多样选择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不断增

长和老年教育的快速发展，老年教

育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老年学校向

基层延伸的趋势日益显现。供需

不平衡的背景下，支持引入社会力

量 兴 办 老 年 教 育 的 呼 声 越 来 越

高。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

确指出，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老年大

学（学校），推动扩大老年教育资源

供给。

近年来，在国家积极鼓励、支

持和引导下，各地政府部门积极推

动各级各类公共教育机构、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民间资本介入老

年教育，成为我国社区老年教育的

一种新模式，日益显示出蓬勃生机

和活力。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社

会举办等多种性质的老年大学日

益增多。面向社区的新型老年教

育机构的快速兴起，为老年教育发

展带来新理念、新形式、新活力，形

成了多元化的办学途径。

在湖南省长沙市，一所由国有

企事业单位创办的“社区嵌入式”

老年大学——快乐老人大学吸引

了众多学员报名。据介绍，该学校

全部校区选址均在社区，实行连锁

化、品牌化、标准化运营，打造文化

养老品牌，受到老年人欢迎，如今

实体校区培训学员达 2 万多人次。

为失能老人开展入户教学，为

半失能老人开设“轮椅课堂”，为健

康老年人开设“荫凉课堂”“阳光课

堂”等户外教学、养生游学等课程

模式……近年来，随着民办养老服

务机构的迅速发展，由养老机构开

设学习班、学习课程的养教融合模

式流行起来，为老年教育提供了更

多样化、更有特色的选择。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老年教育

是增加老年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

件、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扩大受

益人群的重要渠道。”中国老年大

学协会常务副会长刁海峰说，应探

索研究多渠道、多形式、多主体办

学，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

合，在加大政府扶持的同时，更多

发挥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基层

社区的力量，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协同发展。

“发展老年教育要不拘一格，

更多发挥市场作用、社会力量，举

办多层次、多形式、满足老年人多

样化学习教育需求的老年学校。”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说，建议

发挥多主体的作用，形成合力，将

老年教育融入社区的生活场景中

去，通过嵌入式、融入式的老年教

育 ，提 高 老 年 教 育 的 覆 盖 面 和 可

及性。

养生知识、手机应用、书画才艺……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汇集，老年人说——

“在这里，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姜晓丹 吴 月 李昌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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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为了扩大老年教
育资源供给，各方推
出一系列举措：发展
老年学学科，建立养老
服务人员培训基地，提
高老年大学师资水平；
搭建学习平台，开发
优质线上线下课程；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支持多主体办学，为
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
学习机会。老年大学
办得越来越多、越来
越好，让老年人老有
所学、老有所乐。

■关注老年大学③R

应该既从百姓身边事
着手，又从城乡协调发展
的高处着眼，提升公共服
务质量，让乡亲们的生活
更加幸福安康

■民生观R

本版责编：李智勇 徐 阳 周春媚

现在，哪怕天空飘着细雨，村民

在乡村公路旁等公交，也不用担心

被淋到。为了给村民们提供更加便

捷、舒适的出行条件，云南省曲靖市

麒麟区交通运输部门在乡村公路上

建立“招呼站”，让群众有个坐着等

车的地方，天热不怕太阳晒，雨天不

怕被淋湿。

村里通了公路，公路旁建起“招

呼站”，这正是当地加强乡村公共服

务的缩影。公共服务涵盖方方面

面，事关村民幸福，应该充分投入资

源，实现实实在在的提升。

加强乡村公共服务，需要加快

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农村城

镇化的进程中，除了发展经济提升

村民收入，同样离不开公共服务的

一体化。村民收入增加了，各种配

套服务也得跟上去。比如，在村里

就能看上好医生、家门口就有通达

市区的公交车、村里也有专门的垃

圾清理车……城里居民触手可及的

公 共 服 务 ，要 让 村 里 人 也 能 享 受

到。修“四好公路”、建“农家书屋”、

送医下乡……近些年，公共服务的

加强，有效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

加强乡村公共服务，需要公共资源合理分配。城市

在做发展规划时，当以全域大局观来谋划，注重城乡一盘

棋。例如在教育上，将农村的学校纳入全市发展规划，按

照人口密度和需求，合理分配教育资源，推进优质教育资

源均等化；在医疗上，将医疗资源适当向偏远乡村地区倾

斜，提高县域就诊率；发挥数字化公共服务的作用，通过

网上问诊、网上政务大厅、名校教育直播课等通道，使得

公共资源下沉到乡村。

加强乡村公共服务，还需要保留乡村特色。在多年发

展中，我国农村摸索出很多行之有效的公共服务模式，如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五保制度等。在城乡加速融合的

进程中，直面农村地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公共服务辐射

半径大等特点，追求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同时，注意开拓创

新适合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事项，才能因地制宜、精准施

策，取得更好的效果。

实现乡村振兴，加强乡村公共服务是重要的一环。

应该既从百姓身边事着手，又从城乡协调发展的高处着

眼，提升公共服务质量，让乡亲们的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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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阿姨，这是您志愿服务积

分 兑 换 的 两 张 爱 心 卡 ，拿 着 卡 到

‘爱心联盟’商铺购物，可以享受优

惠……”这几天，江苏泰州市姜堰

区天目山街道锦都社区工作人员

陈佳慧很忙。她挨户到居民家中

介 绍“ 爱 心 卡 ”使 用 方 法 。 原 来 ，

该社区围绕前期摸排出的居民需

求 和 社 会 资 源 ，联 合 周 边 22 家 商

铺 组 建 了“ 爱 心 联 盟 ”，为 参 与 志

愿 服 务 的 居 民 提 供 优 惠 ，不 断 提

升 商 铺“ 服 务 指 数 ”和 居 民 的“ 参

与指数”。

锦都社区“爱心联盟”商铺购

物活动，是姜堰区城市社区品质提

升行动的举措之一。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姜堰区委组织部主动

向社区群众关切处聚焦，从最突出

的问题着手，城市社区品质提升行

动成了全区“我为群众办实事”重

点项目。

姜堰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毛

戴军说，区委组织部推动街区开展

品质提升需求大调查，区级层面形

成“四好”社区星级化评定细则，即

社区服务好、社工队伍好、社区物

业好、社会组织好，街道层面形成

品质提升指导推进方案，社区形成

“一居一策”提升方案，确保社区品

质提升周周有变化、月月有进展、

个个有成效。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社区党

组织服务群众、便民惠民的重要场

所。姜堰区发布《姜堰区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标识规范》，统一社区标

识、规范布置标准，明确服务要求，

同时还出台党群连心睦邻点建设

标准，投入 1300 余万元建成 216 个

睦邻点，打造城市居民交往空间，

延伸服务最后一公里。

姜堰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

办主任蒋炜介绍，围绕现代社区治

理、社区品牌创建等主题，区里每

季度举办一期社区干部品质提升

行动主题沙龙活动，公开选聘 20 名

社区“见习书记”，选派至先进社区

挂职锻炼。姜堰区委组织部牵头

编制了“全科”业务培训大纲教材，

开 展 社 工 培 训 比 武 ，考 试 认 定 全

科社工 201 名；还配套出台社区弹

性 工 作 制 实 施 办 法 ，采 取“1 名 社

区党员干部 +1 名社区志愿者、在

职党员、离退休党员老干部、热心

群众”轮流值班的方式，延长社区

午间、晚间和周末服务时间，为社

区群众提供上门、预约、代办等多

种服务。

为了集聚各类社会组织资源，

姜堰区出台了社会组织培育发展

办法，推动新注册登记社会组织 18
家、草根社团 247 个，谋划为民服务

品牌 40 个。在三水街道，通过购买

社会组织服务，依托社区小当家活

动 室 、书 香 溢 众 邻 等 青 少 年 活 动

阵地，开设四点半课堂、校外晚托

班 等 ，并 邀 请 社 区 在 职 党 员 教 师

回 社 区 服 务 ，免 费 为 学 生 提 供 学

科 类 和 艺 术 类 辅 导 ，丰 富 了 学 生

课 余 生 活 ，也 有 效 解 决 了 家 长 后

顾之忧。

“ 我 们 将 进 一 步 提 升 工 作 理

念、健全服务功能、调优运行机制，

推动社区品质再提升，让人气集聚

呈现在基层社区，让满意幸福洋溢

在群众脸上。”姜堰区委书记方针

介绍。

江苏姜堰聚焦群众关切，开展城市社区品质提升行动

社区治理暖人心 居民生活更舒心
姚雪青 刘 亮

记者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春运自

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 1550.5 万人次，日均到发 38.8 万人

次。目前，广州南站正积极统筹疫情防控和运输组织，以旅客

需求为导向，为旅客提供多样化人性化服务，让回家之路更加

平安顺畅。

备战春运，广州南站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记

者看到，在车站一层西门 3 号售票厅以及出站通道，设置了免

费核酸检测点，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检测服务。同时，所有从

中高风险地区到达广州南站的旅客都被要求集中统一进行核

酸检测。在广州南站一层西广场，还设置了新冠疫苗免费接

种点。

广州南站党委副书记黄晓山介绍，车站设置了 33 台红外

测温仪，严格做好进出站旅客体温检测工作；设置了 14 个健

康码查验区域，配置 24 套 5G 智能核验防疫平台，严格做好健

康码查验工作。此外，对电梯、厕所、闸机等客服设备设施每

4 小时进行一次消毒，每天营业结束后对站场进行全面消毒。

针对经常发生的旅客因一次性口罩损坏而发愁的情况。

广州南站在进出站口、候车室等区域设置了 37 台口罩机，供

旅客自助免费领取口罩。

为进一步方便旅客出行，同时减少人、物接触，广州南站

近期完成自助售票机功能升级，增加了改签功能，旅客持电子

支付购买的未换取报销凭证的电子客票，可直接在自助售票

机上办理改签业务，无需再到售票窗口办理。

“看到一个个旅客满意离开，顺利返乡，就感觉自己的工

作很有价值。”不到中午，志愿者肖瑶就已经接待了 80 多位前

来咨询的旅客，嗓子已经有些沙哑。她是华东交通大学大三

的学生，刚放寒假就报名参加了广州南站志愿服务队，在“初

心服务岗”服务旅客。

广州南站爱心驿站负责人胡蝶说，今年春运，广州南站抽

调、招募了 150 余名青年志愿者，在“初心服务岗”、老人候车

区、母婴候车室等区域加派人手，做好爱心服务，保障重点旅

客温馨舒适出行。此外，还在各进出站通道、安检通道设置

老、幼、病、残、孕及军人专用通道；在客流高峰时段，在三层候

车室临时设置两个女性专用厕所，缓解排队时间长的问题。

在列车调度方面，广州南站在春运期间实行高峰线列车

运行图，计划增开高峰线列车 142.5 对，主要开往长沙、武汉、

湛江、南宁、重庆等地，同时将实时根据候补大数据进行分析，

精准增开热门方向列车。

客流高峰期间，广州南站将最大化启用 31 个人工窗口、

134 台自助售退改票机、113 条实名制验证通道、46 条安检通

道及换乘通道，各实名制验证区域、安检区域均设有“急客”通

道，为开车前 15 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

广州南站积极统筹疫情防控和运
输组织，提供多样化服务——

让回家之路平安顺畅
本报记者 程远州

春 节 临 近 ，在 广

西灵川县兰田瑶族乡

的南坳村，村民们开

展打糍粑、磨豆腐、写

春 联 等 年 俗 年 味 活

动，年味逐渐浓了起

来。升腾的热气、红

火的春联、团聚的热

闹，展现着人们对幸

福美好生活的憧憬。

图为 1月 18日，当

地村民在制作糍粑。

庞革平 黄勇丹

摄影报道

做糍粑

年味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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