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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朋友出门旅游，想学学手机摄影，

拍点小视频”“身上小毛病不少，想学点中

医理疗知识”“有没有糕点烘焙课程？学会

了给孙子做好吃的”……近日，各地老年大

学纷纷开始了春季学期的报名、入学工作。

老年大学针对老年人各式各样的学习需求设

立的不少课程，受到老年人欢迎。

作为老年教育的主阵地，老年大学在满足

老年人学习需求、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建设

老年友好型社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但受各种因素影响，老年大学也出现了课

程供给量不足、存在结构性短板等问题。

老学员不愿毕业
新学员报不上名

“没想到线上报名这么火，不到 5 分钟，

课程全被抢光了。”上海静安区读者刘女士去

年退休，觉得自己身体和精力还跟得上，不

愿意在家闲着，希望去老年大学上课，学习

的同时还能交朋友。可老年大学课程的火爆

程度出乎刘女士预料。“除了线上报名，我还

去报名点排队，排了 3 个多小时才排到，心

仪的声乐、音乐欣赏之类的课程早被选完

了。”刘女士说，她打听了市里其他几所老年

大学的情况，火爆程度都差不多，各类课程

“秒没”是很正常的现象，“听说有的老人为

了上一门课，整整等了 3年才报名成功。”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老年人都遇到过类似

问题，老年大学的课程供不应求，想学的课往

往人满为患，一些老年大学的网络报名几分钟

内就全部报满，线下报名点也排起长队。

一边是新学员进不来，另一边却是老学

员不想毕业，在老年大学里学习多年仍不愿

毕业的老人不在少数。对很多老年人来说，

在老年大学学习早已成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

分 。“ 招 生 简 章 上 有 些 课 程 招 的 人 数 并 不

少，可很多都是老学员续报，留给新学员的

名额非常少。”江苏南京市一位读者说，“老

学员不愿毕业，新学员就进不来，长期下

来，造成很多课程都人数超标，也加剧了学

位的供需矛盾。”

广东深圳市读者魏先生今年 63 岁，在当

地一所老年大学学习太极拳已有 8 年。他坦

言，上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学到相关知识，

而是为了社交需求。“退休后，我只能在家

待着，闷得慌。上了老年大学的课程后，爱

好相同的同龄人聚在一起，大家一起上课，

还约着一起吃饭、旅游，开心得很。”魏先

生说，老年大学的费用低廉，一学期不过几

百元，“太极拳班很受大家欢迎，报名的时

候也是一课难求。班里大部分人都是一起上

了好几年的老朋友，新学员确实不多。”

据了解，一些老年大学为了解决老学员毕

业难、新学员报名难的结构性问题，探索尝试

扩大招生规模，对各类课程进行大班制改革

等。但几年下来，班级人数大幅增长，管理难

度也相应增加，加之工作人员数量不足、教室

资源有限等因素，有的老年大学只好放弃大班

制，又恢复成了小班教学。

扩大办学规模
支持社会办学

老 年 大 学 学 位 供 不 应 求 的 局 面 由 来 已

久。据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发布的 《中国老年

教育发展报告 （2019—2020）》 显示，截至

2019 年底，我国老年大学数量约 7.6 万所，

包括远程教育在内的老龄学员共有 1300 万余

人，仅占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 5%。与此

同时，不少老年大学已经达到办学容量的极

限。比如湖北襄阳市老年大学 2022 学年上学

期共开设 406 个教学班，在校学员 1.4 万余

人，每天上课学员约 4500 人次。上课人数已

经远超出实际承载能力。

为解决老年大学一课难求的问题，2022
年 8 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推进老龄工作进

展情况的报告提出，推动部门、行业企业、

高校举办的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开放办学，到

2025 年，每个县 （市、区、旗） 至少有 1 所

老年大学。

除 了 增 加 老 年 大 学 数 量 、 扩 大 办 学 规

模，一些老年大学还在优化学员结构、完

善管理制度上下功夫。江西南昌市西湖区

老年大学开设了声乐、手风琴、书法、国

画、戏曲、瑜伽等 15 个专业 32 个班级，聘

有 28 名专业教师，在校学员 1200 余人，老

师少、学员多，一度让西湖区老年大学副

校 长 孙 晓 明 十 分 头 疼 。“ 学 校 各 专 业 都 在

探索按学制、年限实行结业制度，规定学

习最长年限，比如不超过 3 或 4 年。”孙晓

明认为，类似的结业制度能够有效缓解供

需失衡的矛盾，也能较好应对学员数量的

逐 年 增 长 ，“ 结 业 后 的 学 员 还 可 以 重 新 报

名 其 他 课 程 ， 一 方 面 使 得 报 名 流 程 更 公

平，等待多年的老年人也能报到心仪的课

程，另一方面学校方面也能提供更好的教

学条件，优化学员们的学习体验。”

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奂

平清介绍，我国老年教育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多年后，如今很多老年大学虽然

已经转型面向社会全面开放，但管理机制、

师资力量、教学资源等仍然需要继续改进转

型。尤其是公办老年大学持续火爆的同时，

市场上优质的民办老年教育机构却为数不

多，社会力量在老年教育方面的参与严重不

足。“公办老年大学收费低、质量高，很受

老年人欢迎。但面对数量众多的老年人，既

有的师资力量、教学条件等都无法应对。”

奂平清说，引入社会力量办学是解决问题的

途径之一，比如可以出台一些政策措施，积

极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办学，采取公办民营等

多种方式，促进老年教育供给矛盾的解决。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

服务体系规划》 提出，依托国家开放大学筹

建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资源共

享和公共服务平台；推动部门、行业企业、

高校举办的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开放办学；支

持 各 类 有 条 件 的 学 校 举 办 老 年 大 学 （学

校）、参与老年教育。

奂平清说，我国目前的老年大学有诸多种

类，比如老干部学校、社区老年大学、开放大

学体系老年大学、企业或高校举办的老年大

学、乡村老年学校等，建议各类老年大学积极

面向社会开放办学，向更多老年人提供优质的

学习资源。

创新课程设置
发挥辐射效应

“为了让报名的老年朋友体验更好，我

们最近对学校进行了维修改造，改善了学

校的办学条件。”孙晓明说，“我们还增加

了一些新的实用课程。比如此前有不少老

年朋友反映，出国旅游时一点英语都不会

实在不方便。为此，我们增设了一门实用

英语课程，针对老年人的具体需求，重点

在课程设置、情景教学、对话练习等方面

着 力 。” 除 了 实 用 英 语 ， 西 湖 区 老 年 大 学

近年来还陆续开设了篆刻、模特、萨克斯

等相对小众的课程，最大程度适应和满足

学员学习需求。

老年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充实老年人的

退休生活，还可以及时更新老年人的知识和

信息结构，让老年人与时代发展同步。比如

不会扫码支付、不会用手机约车、不懂预约

挂号等是老年人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数字鸿

沟”，一些老年大学就有针对性地开设了相

应课程，很多老年人学习后掌握了相应知

识，给予了高度评价。“老年大学开设一些

数字技能培训班，教会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的各种功能，方便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青海西宁市读者刘秀华说。

此外，网络上有一些以免费领红包、赠

送保健品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陷阱，针

对这些问题，云南玉溪市老年大学通过日常

教学和主题班会，在全校 102 个班级中宣讲

防骗知识，帮助老年人识破这些骗局，增强

老年人对网络诈骗陷阱的识别和防范能力。

“通过老年大学的学习，掌握了不少防骗知

识，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子女也省心。”云

南玉溪市读者李丽华说。

“老年教育并非只有老年大学这一种途

径。”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胜

军认为，要想缓解老年大学课程的供需矛

盾，应该积极开拓线上课程资源和教学平

台，以“互联网+”模式发挥线下有限课程

资源的辐射效应。比如，北京海淀区老龄大

学 2022 年秋季学期开展线上线下融合教学以

来 ， 设 置 76 门 线 上 直 播 课 、 7 门 户 外 写 生

课。网课开设后，学员越来越多，已达到

4000 余人。

张胜军建议，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支持老

年教育向社区延伸，通过支持各种社会力量

举办老年大学的办法，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

给。“同时加强各级各类社区教育、老年教

育机构建设，强化老年教育阵地建设，积极

回应社会对发展老年教育事业的关切，推动

老年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张胜军说。

■金台视线R

“过年回家，看了一眼家里买的年货，

竟然有不少都是仿冒产品，什么‘旺日子

雪饼’‘营养伙伴’‘特伦舒牛奶’等。包

装与正品差不多，价格却便宜不少，难怪

家人会受骗上当。”湖北鄂州市读者姜女士

在来信中说，这些“山寨”食品外包装和

知名品牌高度类似，极易产生混淆，但味

道却与原品牌大相径庭。“本来要打开给孩

子喝的钙奶饮料，我尝了一口，发现香精

味道很重，十分黏稠，像糖浆一样，尝不

出牛奶的味道，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哪些

成分，产品质量是否合格。”姜女士说。

随着消费市场日趋活跃，部分商家趁机

在农村地区生产销售山寨礼品、“三无”产品

等假冒伪劣商品。据天津商业大学一项调查

显示，有 50%的消费者因“仿制逼真，难以

区分”购买过山寨食品，26.6%的消费者因

“价格低廉”选择购买山寨食品。

“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假冒伪劣现象

更加严重，监管难度很大。”浙江宁波市读

者郑建钢发现，这些山寨食品大多由附近

的小商品店、集市或者批发市场售卖，产

自小作坊，没有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生

产环境恶劣，卫生条件不达标。一些山寨

食品“色香味”往往靠香精、色素调制而

成，货真价实的原料并不多。

“因为名牌产品售价较高，村民大多不

会购买，附近小商品店也不进货。农村的

留守老人、儿童等平时也没有保留购物票

据的习惯，买到山寨食品，也找不到投诉

渠道。”郑建钢说。

这 些 山 寨 食 品 不 仅 损 害 了 农 村 消 费 者

的身体健康，还挤占了正常商品的市场空

间。“农村地区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法治

研究会常务理事范世乾分析，农村地区商

品 贸 易 水 平 较 低 ， 低 价 商 品 涌 入 农 村 市

场，让价格相对较高的正价商品失去了市

场空间。加上农村消费者对假冒伪劣产品

的鉴别能力和防范意识相对较弱，缺乏足

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为山寨食

品逃避监管创造了条件。

近 年 来 ， 各 地 各 部 门 都 对 山 寨 食 品 开

展过多次专项打击整治行动，取得了积极

成效。但农村地区地域广、居住分散，市

场监管部门实施有效全面监管还存在一定

难 度 。 江 西 新 余 市 渝 水 区 读 者 廖 海 金 表

示，交通条件受限、基础设施不完备是农

村地区商品贸易水平较低的原因，“通过大

力推广集中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的

农村集贸市场供应链体系，可以做到以较

低价格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借助于大型

商贸或电商平台，也能满足农村消费者多

样化、个性化的生产生活需要。”

目 前 ， 食 品 安 全 码 已 经 在 全 国 多 地 得

以推广普及。“农村地区也应加快建立包括

集中收集、追溯、跟踪等制度在内的食品

监 管 体 系 。 对 于 所 有 流 入 农 村 市 场 的 商

品，尽快建立溯源机制，明确生产、流通

责任，对全链条规范运营起到有效约束作

用。”河南漯河市读者张涛说。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教授李曙光

表示，整治农村山寨食品，需要社会各方形

成合力。首先，有关部门要加强执法监管，

对于制假售假的企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从源头上治理售假问题。通过下沉执法力

量、加强明察暗访、畅通投诉举报等，建立

起更加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对于群众反映

的售假问题，要建立健全维权通道，加强打

击售假的力度，完善售假的事后惩罚机制，

提高售假违法成本。其次，广大企业也要提

升品牌保护意识，积极参与打假，在维护自

身品牌和声誉的同时，有力净化市场秩序。

“要通过各种方式在农村地区广为宣传，提

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比如购物时索要并保

存购买凭证，如果买到假冒伪劣商品，可以

向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赔偿，或向市场监管

部门举报。严重的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追究经营者的刑事责任。”李曙光说。

整 治 农 村 山 寨 食 品 需 多 管 齐 下 形 成 合 力
本报记者 向子丰

我是贵州贵阳市花溪区保利溪湖三期商品住宅区

的业主。大约 5 年前，住宅区规划配套的幼儿园就已

经建成，但迟迟没有投入使用。这几年，建好的幼儿园

一直空置荒废（见下图）。与此同时，小区里的适龄儿

童却只能到较远的幼儿园就读。

希望有关部门协助督促解决，让小区幼儿园早日

开园，方便适龄儿童就近入园。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网友 宋先生

幼儿园建成多年
仍未投入使用

■身边事R

今年春节期间，某县采购了一大批精美的灯笼串

等装饰物，挂在道路两侧，营造喜庆的节日气氛。正

月十五一过，他们便派人把这些装饰物逐一取下、统

一保存，以便在下一个节日再使用。此举值得肯定。

近年来，每逢重大活动或者传统节日，不少地方

都会采购一些特制的彩灯、中国结、红灯笼等装饰

物，或者张贴悬挂一些横幅、标语、宣传画等。有些

地方等活动结束或者节日过后，忽略了对这些物品的

回收再利用，任其风吹日晒雨淋。时间一长，原本漂

亮、喜庆的装饰物变得破旧不堪，不仅造成浪费，还

影响了市容市貌。还有些地方将采购的装饰物视为一

次性的消耗品，用完即扔，下次再买新的，造成不小

的浪费。

其实这些装饰物大多质量不错，只要保管得当，

可以重复使用很多次。希望各地各部门将勤俭节约的

理念落到实处，以身作则，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江苏南通市 杨汉祥 谢 平

节日装饰物
提倡重复利用

前不久，笔者到河北涿州市游玩，想去看看闻名

已久的辽代双塔。不料，到涿州后，怎么也找不到近

距离观塔的路径。询问了几位路人，都说在附近生活

多年，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走。幸好遇到一位熟客，

按照他的指点，穿过小胡同、拐了几道弯，才终于走

到离塔最近的地方。然而，双塔被高高的院墙围住，

铁门紧闭。如此远近闻名的古迹却没有好好利用起

来，将远道而来的游客拒之门外，实在可惜。

联想到一些地方，虽然有丰富的古建文物资源，

但知名度都不太高，与其专业美誉度并不相称。建议

有关地方、部门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等技术力

量，在做好保护的前提下，大力宣传普及古建文物的

相关知识，充分利用参观、教学、研究等方式，发挥

古建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让文物及其承载的传统文

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北京朝阳区 郭女士

别把古建文物
“藏起来”

推动老年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史一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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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

和人民网“领导留言板”联

合 开 展 2023 年 度 群 众 急

难愁盼问题征集活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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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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