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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邵春兰成了一名学生。在湖北
省襄阳市樊城区铁路社区老年学校模特班，
她和“老同学”们一道学步伐、练体态，身姿
变得挺拔，心态愈发积极，越活越年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已经进入老
龄化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老年教育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
重要途径，是我国教育事业和老龄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2019年 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优先
发展社区老年教育，建立健全‘县（市、区）—乡
镇（街道）—村（居委会）’三级社区老年教育办
学网络，方便老年人就近学习。”2021年 1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
龄工作的意见》提出，“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
给”“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

2013年以来，湖北省持续推动省、市、县

三级老年人学习活动场所建设，成为全国较
早实现市、县两级老年大学建设全覆盖的省
份。2023年，湖北把推进老年学校建设向下
延伸列入十大民生项目清单，省委老干部
局、省发展改革委印发三年行动方案，明确
每年安排 2000 万元资金扶持乡镇街道和城
乡社区老年人学习活动场所建设。

近年来，襄阳市坚持将老年教育资源的
增量重点放在基层和农村，越来越多的老年

学校办到了群众家门口。截至目前，全市建
成县市区老年大学 11 所、乡镇街道老年学
校 108 所、城乡社区老年学校 321 所，三级老
年学校覆盖率分别达 100%、100%和 61.4%，
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老年教育办学体系。

如何办好群众家门口的老年学校，让银
龄生活更加“有知有味”？日前，记者来到襄
阳，走进老年学校，听学员、教师、学校负责
人、基层干部等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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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家门进校门，我终
于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

讲述人：社区老年学校学员 邵春兰

我今年 61 岁，不过身边的人都说我看起来

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从 2018 年开始，我就在

市里的老年大学上课，学习旅游英语、智能手机

摄影等课程。退休生活有同龄人作伴，一点也不

寂寞。但是，从家到学校来回 1 个多小时的路程，

有时也让我感觉不大方便。有一次，我在小区附

近遇见班上同学，走路一瘸一拐的，一问才知道，

她因为赶着去上课，挤公交的时候扭了脚。

2021 年，我听说自己所在的铁路社区正在筹

建全市第一家社区自办的老年学校，真有点激动。

学校建成后，我去咨询得知，学校开设了 25 个专

业，每门课一年学费只要 160 元。当然，我看中的

不只是价格。那年 9月开学前的一幕，我一辈子都

忘不了：教室里，前来招生的模特专业的老师一袭

黑裙，脚踩高跟鞋，举手投足间，精神焕发。我的心

瞬间被触动了。老师告诉我，她年轻时就喜欢走

秀，退休后便到各地拜师学艺，考了不少专业证书。

我和她一样，个子高，从小爱美，喜欢文艺。

上世纪 80 年代，我在邻居家看到电视节目上的

舞台秀，心里常想，站在台上的是我该多好！可

惜，现实没给我追求梦想的机会。我们这代人大

都成家早，我和老伴结婚后，因为工作关系常年

分居两地。我除了在工厂流水线上“三班倒”，还

要照顾一家老小。好不容易等到孩子长大，我却

感觉衰老降临，身材变得有些走样。

学模特让我像变了个人。最明显的是形体

和仪态，别看上课只是走路、摆姿势，一上午运动

量还真不小。持之以恒，身子骨也硬朗了。

老伴比我退休晚，我一直鼓励他来老年学校

学习，他选了烹饪、花艺和二胡 3 门课。现在我

们早上一起出门、放学一起回家，反倒比年轻时

更有共同语言。这些年，上老年学校成了一种时

尚，夫妻俩、姐妹俩一起上课的，并不少见。

前不久，为方便大家训练，学校在空地上搭

起露天 T 台。第一次登台表演，我激动得心怦怦

跳：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舞台啊！走出家门进校

门，我终于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

还记得初学步态时，老师时常叮嘱：要抬头

挺胸，目视前方。我觉得这是个挺有意思的心理

暗示。过去，我总是低着头，围着工作台、灶台忙

忙碌碌；如今虽然老了，我也要抬起头来，充满激

情地生活。

“该怎么建、建成什么样，
要多听老年人的意见”

讲述人：乡镇老年学校参建人员 马平川

我工作的枣阳市兴隆镇地处襄阳“东大门”，交

通便利。不少村民靠跑运输致了富，便在镇上买房，

把家中老人接来养老，镇上常住的老年人逐渐增多。

2021 年，襄阳市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老年

大学（学校）工作的实施意见》，将老年学校建设纳

入各级党建工作考核项目。借着东风，2022 年，

兴隆镇把办好镇级老年学校列入重点工作清单，

镇里安排财政资金 60 多万元、统筹项目资金 30 多

万元，用于学校建设和日常运营。近期，省里又通

过以奖代补方式补贴 40 万元。我作为镇党委办

公室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了老年学校的建设工作。

说到底，老年学校是老年人的学校，该怎么

建、建成什么样，要多听老年人的意见。于是，我

们邀请镇上的退休干部、老年居民和镇文艺队代

表聚在一起开会商量。

一听说这个消息，最激动的要数舞蹈队的几

位阿姨。她们常年有演出活动，却苦于没有固定

的训练场所，希望开设舞蹈班，让她们既有训练

场所又能提高水平。此外，开设书法班、声乐班

的呼声也挺高。几位老人还提到，现在大家都注

重身体健康，应该开个养生班。

镇上的杨楼社区有处旧办公楼闲置，正好适

合改建成教学楼。这里位置不错，对面就是幼儿

园，老年人接送孙子孙女上下学也顺路。改建过

程中，居民们贡献出点点滴滴的智慧，我们也都

一一采纳：一位老干部建议，将办公楼每层原有

的 5 个小房间打通，让每层教学楼多 2 间大教室，

用来开展活动；腰鼓队队员们提出，他们每次演

出要带服装和道具，常要来回拿取，我们就留出

两个房间，作为器材室和更衣室。

2022 年 6 月，经过半年筹备，兴隆镇老年学

校正式成立了。报名开始后，我几乎每天都去办

公室查阅登记表，可来的人不多——对从村里迁

到镇上的居民来说，老年学校还是个新事物。所

以，我们决定暂缓开班，先搞个“试运行”，加大宣

传力度、免收学费，吸引大家试听试学。

教养生课的陈老师曾在镇卫生院工作，教舞

蹈课的杨老师当过文艺兵，他们的耐心细致吸

引了一票“粉丝”。渐渐地，朋友带朋友、邻居

带邻居，大家口口相传，老年学校名声打

响 ，竟 成 了 全 镇 人 气 最 旺 的 地 方 之 一 。

2023 年秋季学期，近 300 名学员踊跃报名，

还有附近随州市乡镇的老同志赶来上课。

老年学校成立一年多，镇上风气也发生

了变化：在家里喝酒的少了，唱歌的多了；出

门打麻将的少了，打腰鼓的多了……

前几天一大早，我在二楼书法教室遇

到一名学员，正对着字帖一笔一画临摹。这名学

员说，她儿子、儿媳妇常年在外，孙子快上小学

了，她以前吃了没文化的亏，现在要抓住机会

学点东西，好给孙子做个榜样。

这名学员不是个例。现在物质生活

条 件 好 了 ，农 村 老 年 人 基 本 上 不 愁 吃

穿，他们的精神需求和情感交流需求

也应该被重视起来。作为基层工作

者，我们要努力营造更浓厚的文化

氛围，让农村老年人能跟上新时代、

享受新时代。

“让基层老年学
校的学员也能享受优
质课程资源”

讲述人：市老年大学兼职教师 袁 腾

经常有人问我，你年纪轻轻，怎么去给老

年人上课了？

其实，除专职员工外，在老年大学和老年学

校承担教学任务的，大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兼职

教师，比如厨师、画家、大学教授等，来给老年人

上课主要出于热心肠和成就感。拿我自己来说，

我在襄阳市老年大学担任朗诵课教师，但本职工

作是少儿朗诵培训。

我喜欢给老年人上课的感觉。历经岁月的洗

礼，你能从他们的声音中听出宁静、激情、沧桑……

为了调动学员们的情绪，我常把教室“搬”到

户外，根据篇目风格选择不同的场地，让大家对

着碧水蓝天、花园草地吟诗诵词，受到学员们欢

迎。选课的人越来越多，朗诵课从 1 个班增加到

5 个班，被评为校级精品课。

每周四下午，我还要到多媒体教室上远程直

播课，让基层老年学校的学员也能享受优质课程

资源。教室前后左右安装了 4 个摄像头，拍摄效

果 很 清 晰 。 通 过 屏 幕 ，我 能 看 到 线 上 学 员 的

反应。

2021 年，市老年大学投资 650 多万元建起这

套远程直播课程系统，覆盖了全市所有县区级老

年大学。在系统覆盖不到的乡镇和社区老年学

校 ，学 员 们 可 以 使 用 手 机 应 用 软 件 观 看 直 播 。

市、县、乡、社区四级老年学校同上一堂课，只要

有网络，就能学习。后台数据显示，3 个学期内，

我的直播课累计观看量达 2.4 万人次，远远多于

线下学员的人数。

直播课后，我会根据教学情况布置一些练

习。有一天，我接到宜城市老年大学教务老师打

来的电话，说他们那儿有几名直播课学员，希望把

“作业”完成情况反馈给我。于是，我开通了社交

媒体账号，用来接收全市各地学员上传的视频“作

业”。现在，几乎每节课后都有学员通过网络和我

互动交流。真没想到，在看不见的地方，还有那么

多老年人在用心听我讲课，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

2022 年，电视剧《人世间》热播，我选取同名

主题曲歌词请学员们诵读，其中一句“也祝你不

忘少年样，也无惧那白发苍苍”，一名学员读到这

里，情难自抑，湿润了双眸。我想，这也许就是老

年教育的题中之义吧——让更多老年人以学享

老，无惧白发苍苍。

“推广养教结合新模式，推
动老年教育融入养老服务体系”

讲述人：区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 李道祥

在我们襄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老年大

学，有位学员名叫杨静云，今年 59 岁，家住东风街

道车城社区。每天上午，她通常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 9点从家里出发，来到车城社区康养服务

中心，陪伴她 84 岁的母亲袁阿姨。袁阿姨是半失

能老人，这个时间，护工已经给她擦完身、喂完药。

一个小时后，步行 2 分钟到康养服务中心对

面的老年大学学习素描。中午下课，花 15 元在

食堂吃上三菜一汤，顺便给母亲打一份康养服务

中心为 80 岁以上老人提供的免费午餐。饭后，

再推着坐轮椅的母亲出来晒太阳。

没错，老年大学、康养服务中心、操场、食堂建

在同一个院子里，可以满足老年人学习、运动、就餐

等多样化需求。像杨静云这样的学员，不仅家人得

到了专业照料，自己还得以从长期看护患者的压力

中释放出来，有更多时间发展兴趣爱好。

养老服务和老年教育融合发展，这种模式即

“养教结合”。国务院办公厅 2019 年 3 月印发的

《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探索养

教结合新模式，为社区、老年教育机构及养老服

务机构等提供支持”。

采用这种新模式建设老年大学，是我们基于

实际情况，在充分调研基础上作出的选择。襄阳

高新区以汽车制造、航空航天等为主导产业，企业

退休人员数量较多。老年大学建成前，常有老同

志反映，休闲活动缺少好去处。此外，一些高龄老

人的子女不在本地生活，平时需要请人照顾，这种

情况在车城社区尤为突出。

2020 年，襄阳高新区老年大学和车城社区康

养服务中心同步启动建设。老年大学建设由政

府主导，康养服务中心建设则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一开始，我们考虑引进一家日间照料机构，

但“早来晚走”的托管模式难以满足部分高龄、失

能失智等特殊老人的需要。

经过考察，一家本地健康管理公司进入我们

的视野。这家公司照护理念比较先进，护工、药

师、康复理疗师等全部持证上岗。根据房间标准

和照护等级不同，每月收费 2000 元至 4000 元，价

格和服务质量符合多数老人的预期。现在，康养

服务中心近 80 张床位几乎满员。

从规划之初，我们就主张发展养教结合模

式：老年大学和康养服务中心不仅要建在一起，

还得用在一起、融在一起，使教育和养老两种资

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老年大学一楼设置了理疗室，四楼设置了日间

照料室，可以进行体温血压测量、血糖含量测试等日

常健康监测，并提供床位休息、理疗按摩等服务。

而康养服务中心的老人们，也可以在身体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参加老年大学的课程学习。他们

年龄比一般学员普遍大 10 岁以上，身体机能有所

下降。老年大学针对这些老人的特点，设置了健康

养生、电影赏析等趣味性强、活动幅度小的课程。

走在院子里，我常能见到老年大学的“年轻

老人”和康养服务中心的“老老人”聊天，一起做

手指操锻炼身体。后来，我们便定期组织学员开

展春节、重阳节歌舞表演，还鼓励“年轻老人”和

“老老人”结成对子，互帮互助。

据我了解，目前市里正在各级老年学校和养

老服务机构中推广养教结合新模式，推动老年教

育融入养老服务体系。全市已有 10 多家养老服

务机构设立固定的学习场所、配备了教学设施设

备，丰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不仅老有所学、老有所
乐，还能实现老有所为”

讲述人：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 刘 军

作 为 全 市 推 进 老 年 教 育 向 基 层 延 伸 的 牵

头 单 位 ，我 们 老 干 部 局 一 直 在 思 考 ：老

年 教 育 应 该 用 什 么 方 式 、在 什 么 意 义 上

向 基 层 延 伸 ？ 我 们 最 大 的 体 会 是 ，要 在 共

建 共 享 的 基 础 上 ，坚 持 有 形 延 伸 和 有 效 延 伸

相统一。

所谓有形延伸，就是要建好基层老年学校。

这两年，我几次带队到乡镇和社区调研，其中多

数地方和兴隆镇一样，利用旧办公楼、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的闲置场所开展教学活动。

襄 城 区 和 谷 城 县 两 处 老 年 学 校 却 与 众 不

同，让我印象深刻。襄城区檀溪街道滨湖社区

老年学校所在地，原本是一家少儿艺术培训机

构租赁的商业楼，只在周末使用。社区和培训

机 构 达 成 合 作 ，周 一 到 周 五 开 展 老 年 教 育 ，与

少儿培训错时共用场地，实现双赢。谷城县石

花 镇 将 军 山 村 ，把 老 年 学 校 、托 幼 机 构 和 文 体

活动场馆整合在一起，让“一老一小”同步“上

学”，一站式满足老年人学习、娱乐和照料孙辈

的需求。

所谓有效延伸，就是要用好老年学校，使学员

们不仅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还能实现老有所为。

2023 年起，借鉴襄阳市老年大学的经验，我

们在全市县区级老年大学启动“基层老年学校师

资储备计划”，鼓励学有余力的学员报名“社区辅

导员培训班”，经过 1 至 2 年培训后，到自己所在

的街道和社区老年学校任教——换句话说，把有

热情、有潜力的学员培养成老师。

这个做法是襄阳市老年大学太极拳专业自

2018 年率先探索的。太极拳是热门专业，班级

多、学员多，老师们分身乏术，只得先培养“种子

学员”，采取“先教一批、一批带一批”的方法教

学，没想到激发了老年人互助学习的热情，为学

员 搭 建 了 一 个 发 挥 余 热 、实 现 自 我 价 值 的 平

台。迄今为止，市老年大学已有 400 多名学员

在街道、社区任教。

在基层调研时，一位社区党组织书记曾对

我说：“没有好老师，建再多学校也是‘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有了辅导员培训班，参加培训

的 学 员 既 精 通 专 业 课 ，还 可 以 学 习 教 学 方 法 、

教育心理学等。

我们还以老年学校教学班为单元，组织学员

参加文明创建、文化宣传、志愿服务等活动，既丰

富老年人的生活，又激发社区活力。2023 年，全

市累计组织基层老年学校学员参与文化惠民演出

活动 440 多场，观众达 36 万人次；学员们组建了

“银发智库”，先后向市委报送调研报告 60 余篇，

相关建议被 15 个市直单位采纳……据统计，全市

基层老年学校在各自社区、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的

学员近 1.6 万人，其中 70 多名学员被授予“襄阳

楷模”等荣誉称号。

经过几年努力，襄阳市已解决县、乡两级老

年学校“有没有”的问题。接下来，进一步推动老

年学校向城乡社区延伸，帮助基层老年学校创新

办学模式、提高规范化办学质量、做好建管用“后

半篇”文章，将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图图①①：：湖北省襄阳市老年大学朗诵课教师袁

腾在上远程直播课。

图图②②：：襄阳高新区老年大学学员带着车城社

区康养服务中心的老人做手指操。

图图③③：：襄阳市樊城区铁路社区居民邵春兰

（左一）和老伴在社区老年学校学习二胡。

图图④④：：襄阳市老年大学学员举行投沙包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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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襄阳市着力推进老年教育向基层延伸，实现县、乡两级老年学校全覆盖

老年学校办到了群众家门口
本报记者 禹伟良 强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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