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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聆听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讲

授《中医药助力老年健康》；教室里，学习插

花艺术、诗歌朗诵、健康养生等丰富课程；平

台上，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在线资源触手

可及……

3 月 3 日，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

眼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在校园中以学养

老、以学享老。“进入国家老年大学学习，仿佛

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学员、兼职教师丁义说。

在国家老年大学学习，是一种怎样的体

验？未来如何办好国家老年大学？记者进行

了采访。

新平台
扩大资源供给，服务终身学习

“在国家老年大学，我找到了新的舞台。”学

员朱孝琪说，当初从忙碌了 30多年的工作岗位

上退休时，心中有些失落。如今，学

习了微电影制作等课程后，她爱上

了用手机记录生活的美好瞬间，还

被学校评为“学习之星”。

坐公交、转地铁，家住河北涿州

的赵当平来到国家老年大学北京魏

公村校区学习，为的是圆自己的唱

歌梦：“小时候家庭经济条件有限，

年轻时又忙工作，没机会专门学习

唱歌。现在终于能够弥补遗憾了！”

在识谱与歌唱高级班，赵当平积极

互动、认真记笔记，“心情就像小学

生第一天上学一样，无比激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64
亿人。“与人口老龄化相对应的，是老

年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老年大学

‘供求矛盾’的问题。”国家开放大学党委

书记、校长荆德刚说。

据了解，经过长期发展和实践，我国老年

大学规模持续扩大、办学能力不断提升，但仍

存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基层社区办学网

络不健全、师资和教学资源总量供给不足、经

费投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为此，202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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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在国家老年大学成立活动上，教育部负责

人表示，筹建国家老年大学是教育系统自觉

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

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的具体行动。国家老

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举措，也是我国

老年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据介绍，国家老年大学以国家开放大学

办学体系为基础，承担老年教育教学、技能培

训、文化传承、社会服务、科学研究和国际交

流等任务，面向全国老年人开展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教学活动。同时，为全国各级各类老

年大学提供资源共享、教学指导和公共服务，

搭建全国老年教育资源共享和公共服务平

台，在创新发展老年教育中发挥示范、带动、

引领和辐射作用。

“国家老年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促进老年

人厚德修身、终身学习、主动健康、乐享生活、

积极作为。要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不断

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努力为实现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创造更好条

件。”荆德刚说。

新模式
线上线下结合，“云”聚精品课程

今年 63 岁的广州市民张丽霞，是广州老

年开放大学的一名学员。3 月初，看到国家老

年大学线上“云课堂”的招生信息，她第一时

间报了名，选修了歌唱与识谱等课程，“在线

学习时间灵活，在家用手机就能上课，课程视

频也可以反复观看。学校还安排了配套的线

下辅导教学活动，可以和同学们线下相聚，交

流学习收获。”

国家老年大学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

学活动，学员们既可以在线下老年教育学习

点学习，也可以在线学习各种课程。国家开

放大学党委副书记刘臣介绍，截至 2022 年底，

国家开放大学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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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万个

老年教育学习点，为搭建国家老年大学办学

服务网络提供了坚实支撑。

同时，在搭建多终端学习平台、汇聚优质

学习资源方面，国家老年大学已初步建成全

国 老 年 教 育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汇 聚 40.7 万 门

（个）、总计 397.3 万分钟的老年教育课程资

源，建成老年教育资源库，提供形式丰富的老

年教育服务。基于老年人学习特点，还建设

了移动端 APP 与小程序等，开设新媒体学习

矩阵，形成多终端、多元化服务模式。

在国家老年大学，可以学什么？打开全

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主动健康、休闲娱

乐、技能提升等几大类课程映入眼帘。本学

期，国家老年大学还推出了全新的线上课程：

“云课堂”。栏目汇聚多门精品课程，以学期

制开设，包括《智能手机（基础运用）》《诵读》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实务》等；“精品专题

课”栏目每周上新一个专题，每个专题下设多

门 课 程 ，包 括 传 统 文 化 、养 生 保 健 等 多 个

门类。

在国家老年大学北京魏公村校区，实验

性、示范性线下班吸引了许多老年人报名学

习。喜欢历史的学员朱胜利，在“家族故事写

作”课上学习记录身边的历史、书写自己的故

事；学习“手机短视频制作”课程后，学员赵莉

拍摄了《最美不过夕阳红》，在全国老年教育

短视频征集和展示活动中获得优秀奖……

“虽然退休了，我们对知识的渴求与探

索、对美的欣赏与追求依然如故。在老年大

学学习，让我们获取更多新知识与技能，充分

发展兴趣爱好，补齐自身短板，跟上时代步

伐。”在学习感悟中，赵莉写道，“如今，生活更

加丰富多彩！”

新期盼
规范建设标准，提升办学水平

对于在老年大学的学习，老年人还有哪

些期盼？采访中，不少老年人表示，希望未来

能够在家门口接受优质老年教育。还有老年

人谈到，希望课程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生

动灵活等。

据了解，高起点、高质量建设国家老年大

学，还需着力破解一些问题。例如，各地老年

大学建设标准不够规范统一，办学水平存在

差异；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有待完善，需多个部

门和领域协同推进、共同参与；此外，一些老

年人信息化技术应用程度较低，线上课程资

源使用率有待提升。

对此，教育部负责人表示，要集全教育系

统之力，推动办好国家老年大学。大力推动

开放协同，要求普通高校、职业院校为老年教

育提供服务，并鼓励中小学将体育设施

和文化设施用于服务老年教育，支持在

职和离退休老师投身老年教育，盘活各类

社会资源、挖掘学校潜力，努力办成人民

群众喜爱的无围墙大学。

同时，汇聚全社会资源，共同办好无

边界大学。要联合有关部门建立老年教

育联席会议机制，坚持需求牵引、服务至

上、分类施策、扩大共享，将办学服务延伸

到乡镇（街道）、村（社区），把老年大学真正

办成家校社无边界大学、合作大学。

此外，还要借助数字化手段，开放办

好老年大学。要把握老年人生活学习特

点，发挥好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对课程

资源、教学模式进行适老化改造，推进数

字化背景下老年大学资源共享。

在适老化改造方面，记者了解到，全国老

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充分考虑老年用户的学

习习惯与特点，上线无障碍模式，简化学习流

程。在一些线下学习点，教室中配备了智能

白板、可以任意缩小放大板书，卫生间也进行

了改装，为学员营造安全舒适的校园环境。

“未来，要努力将国家老年大学建成老年

人的知识学园、生活乐园和精神家园，让越来

越多的老年人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老年教育

服务，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刘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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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老年大学学习，是
一种怎样的体验？插花艺术、
诗歌朗诵、健康养生……丰富
的课程，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以学养老、以学享老。

3 月 3 日，国家老年大学
正式挂牌成立，以国家开放大
学办学体系为基础，面向全国
老年人开展线上线下教学活
动，并为全国各级各类老年大
学提供教育资源、教学指导和
公共服务，为实现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创造更好
条件。

核心阅读

在电脑端，用浏览器搜索“国家老年大

学”，或输入网址 lndx.edu.cn，即可进入国家

老年大学官网。此外还可通过国家老年大学

APP、微信小程序等进入平台。完善注册信

息后，就可以成为国家老年大学学员，学习线

上课程，报名线下课程。

如何成为
国家老年大学学员？

■链接R

本报北京 4 月 25 日电 （记 者张

贺）国家版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

天在北京更新签署了双边合作谅解备

忘录，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宣部副

部长张建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

邓鸿森分别在谅解备忘录上签字。

国家版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在 国 际 版 权 事 务 中 一 直 相 互 支 持 、真

诚 合 作 。 自 2015 年 签 署 谅 解 备 忘 录

以 来 ，双 方 在 加 强 国 际 版 权 交 流 合 作

方 面 取 得 丰 硕 成 果 ，特 别 是 在 共 同 推

动 下 ，首 个 在 中 国 缔 结 并 以 中 国 城 市

命 名 的 国 际 知 识 产 权 条 约《视 听 表 演

北 京 条 约》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 正 式 生

效 ，世 界 上 迄 今 为 止 唯 一 一 部 版 权 领

域 的 人 权 条 约 —— 马 拉 喀 什 条 约 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在中国落地实施。

此次更新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巩

固版权领域现有交流合作的同时，拓展

和加强双方在制定实施国际版权条约、

探讨数字版权保护问题、提升版权产业

风险防控能力、分享版权激励中小企业

创造创新、推动民间文艺传承发展中国

方案等方面的合作。

双方表示，今年迎来中国与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开展合作 50 周年，在世界知

识产权日前夕更新签署谅解备忘录具

有重要意义，中国国家版权局与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将以此为契机，积极推动双

方关系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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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金厂沟梁镇在坡改梯的田地里大面积播种覆膜玉

米。当前正值春季农业生产忙碌时节，抓好田间管理，发挥科技力量，广袤田野

上，辛勤耕耘、加快农业农村发展的生动画卷正在展开。 郝 军摄（人民视觉）
春播玉米正当时

4 月 25 日，首届亚洲文化遗

产 保 护 联 盟 大 会 在 陕 西 西 安 开

幕，大会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

物局、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来自亚洲的柬埔寨、朝鲜、伊朗、

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 21 个

国家和 3 个国际组织的 150 位代

表出席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亚洲

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并发布《亚洲

文化遗产保护联盟西安宣言》（以

下简称《西安宣言》）。

亚洲文化遗产保
护联盟成立并发布
《西安宣言》

2019 年 5 月，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愿

同各国 开 展 亚 洲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

支撑”。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长城、大运河、吴哥古迹、麦加

大清真寺……这些熠熠生辉的文

化遗产是人类文明起源发展的重

要见证。但同时，地震等自然灾

害和气候变化、城市化进程、地区

冲突、资金人才缺乏、管理缺失等

也令亚洲文化遗产保护面临前所

未有的复杂局面。

“ 从‘ 亚 洲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行

动’倡议的提出，到 2021 年 10 国

共 同 发 起 亚 洲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联

盟，27 国共同发布《关于共同开

展 亚 洲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行 动 的 倡

议》，再到今天——4 月 25 日，亚

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正式成立，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不断凝聚

亚洲国家共识，开启新篇章。”文

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

局长李群表示。

此次会议上，联盟理事会进一步达成广泛共识，发布

《西安宣言》。宣言指出，各方秉承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的原则，在推动城市和乡村文化遗产保

护、联合考古、保护修复古迹遗址、打击文物非法贩运、开发

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培养青年人才等方面广泛开展合作。

“今日的会晤印证着我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信仰与责

任，我们将为保护文明遗产、交流经验与科学建议、反对文

化财产非法贩卖，找回被窃与失踪文化财产付出努力。”与

会代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卢芭娜·穆舒哈

表示。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

自 2019 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国际倡议提出以

来，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框架下，中国与其他亚洲国

家之间的一系列文化遗产合作项目相继实施：中国文物

交流中心组织赴日举办《三国志》展；故宫博物院与巴基

斯坦相关部门共同主办的“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亮

相紫禁城；中国考古、文物修复等专业人员走出国门，参

与到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联合考古行动、保护修复项

目中；与巴基斯坦、韩国等签署文化遗产合作文件；与阿

富汗、巴基斯坦合作举办线上石质文物保护专业人员高

级研修班……

“目前，犍陀罗艺术展正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该展

览是中巴两国共同努力的结晶，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伟大成

就，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响应。”与会代

表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国家遗产与文化部常秘法丽娜·
马扎尔表示。

据统计，4 年来，中国助力亚洲文化遗产光彩重现，与

柬埔寨、蒙古国、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缅甸、吉尔吉斯斯

坦等 6 国合作开展了 11 项历史古迹保护修复项目。

中国助力亚洲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与阿联酋、乌兹别克

斯坦、沙特阿拉伯等 19 国开展了 33 项联合考古项目，涉及

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等大型文明线路体系。

2021 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发起后，中国进一步

扎实推进联盟建设。中国与联盟创始成员国通过双边以及

区域合作机制，协同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中柬吴

哥古迹茶胶寺保护修复项目竣工并移交柬方，《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主管部门间博物馆领域合作备忘录》签署，“欢迎

东盟国家加入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写入第六次中国—

东盟文化艺术部长会议联合媒体声明。

“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事业中，中国始终以积

极、务实、开放、专业的态度参与其中，与其他亚洲国家保持

了广泛且卓有成效的合作。”李群说。

汇聚合力，共同守护亚洲文明

在 4 月 24 日召开的联盟理事会会议上，联盟吸纳了新

成员：阿塞拜疆、缅甸、斯里兰卡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

成员国，孟加拉国、新加坡、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

南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观察员国。

“中国将持续加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秘书处的机

构建设和能力提升，并依托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为联盟

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李群表示。

据了解，目前，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已募资 8800 万

元，用于支持中国与联盟成员国合作开展的亚洲文化遗产

保护行动项目。“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将用于开展亚洲文

化遗产研究、推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优秀案例，支持国际培

训与学术交流等活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

介绍。

会议上，中方明确表示将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框

架下，支持叙利亚震后文化遗产重建，率先帮助叙利亚开展

受损文物调查；中国将推进柬埔寨吴哥古迹王宫遗址和柏威

夏寺中央圣殿、缅甸蒲甘他冰瑜佛塔、吉尔吉斯斯坦库姆—

多波古城等历史古迹修复项目，以及孟加拉国耐特什瓦遗

址考古公园建设项目。

中国将开放相关技术，在文物保护修复、联合考古、文

物防灾减灾等多项应用场景中，向联盟成员国提供文化遗

产保护技术服务。同时，中国将在三年内为亚洲国家提供

至少 50 个文化遗产专业人员培训名额，推动亚洲文化遗产

保护技术、理念与实践交流，培育亚洲文化遗产保护青年专

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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