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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大学，是进行老
年教育的重要场所。相比
于从事高等教育 的 教 授
和学者们，老年大学所
需要的“教师”所面对
的是全新的教学环境。
教 学 对 象 、 教 学 资
源 、 教 学 方 法 的 变
化 ， 对 老 年 大 学 的 教
师 来 说 ， 都 值 得 探 索
学习。

有 这 样 一 位 教 师 ，
他年逾古稀，却仍坚持耕耘于讲台，服务于学员。在北
京市朝阳区潘家园街道老年大学任教十几年，他凭着自
己优秀的教学能力和奉献精神，吸引了众多的“粉丝”。

一方讲台，一杯白水，一支话筒——这就是教授摄
影的“教师达人”周怀增上课的全套装备。

“固态硬盘是放操作系统和所有软件的。咱们拍的照
片什么的，都搁到硬盘里头。”3月19日，笔者来到潘家
园街道老年大学的计算机课堂上，已经 72岁的周怀增头
发虽已花白，但仍然精神矍铄，面带笑容地向学员们授

课。老人们全神贯注地盯着投影，记忆着周怀增强调的
每一个重点。

周怀增可谓是摄影的“专业户”。从1968年开始，他
在北京照相馆工作。20世纪70年代，他还跟着师傅，给
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拍过照。“工作期间，我每
年都是优秀工作者。”周怀增不无骄傲地笑着对笔者说。

对一位教学工作者来说，年岁已高，但求索之心不
能变——周怀增真正做到了“终身学习”，跟紧了时代的
步伐。

从上世纪 90年代起，周怀增就在持续不断地接触计
算机相关知识。在他看来，数码摄影和计算机之间是相
辅相成，环环紧扣的。专业知识的积累是周怀增不断学
习的基础，科技的发展则成为了他学习的动力。在和我
们交谈时，老人对“5G手机”“微博”等“年轻人玩的东

西”十分熟悉。
“摄影软件和视频软件每年都有更新，别的东西也都

在更迭。设备的更迭、思维的更迭、知识的更迭，都得
跟上时代。”周怀增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

走出教室，回廊寂静。潘家园街道老年大学的田丽
娟副校长压低声音，动情地对笔者讲述了周怀增的故
事。“四个字来概括吧，就是敬业精神。”田副校长说。
周怀增家离学校并不近，早晨 4 点起床，6 点出发，8 点
半才能到达学校。一周 5 天，天天如此，这样的教学生
活，曾经是周怀增工作的常态。

去年，周怀增的爱人动了两次大手术，行动不便，
时时刻刻都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田副校长和其他老师
都劝说他暂停教学。但周怀增宁可请护工照顾爱人，也
没有耽误过任何一节课。他说：“作为一名老师，我要对

大家负责任。”
作为摄影老师，周怀增在摄影实践上身体力行。教

室的一整面墙上，挂满了周怀增和学员们的摄影作品。
这是周怀增带领学员们实践的成果，他们走遍祖国河
山，拍摄各地文化遗产和老革命根据地的新风貌。

“在这里能学很多东西，我经常向老师请教问题，不
光可以问课堂上的内容，有其他的疑问也能得到老师的
解答。我可是周老师的粉丝，他的课我全都选了！”学员
李智华笑着说。“百教不厌，百问不烦”的教学宗旨，让
周怀增深受学员们的喜爱——有的学员来了 11年，摄影
水平已经非常高，但仍然不舍得离开。

机房里，周怀增用北京口音逐字逐句地讲解着，每
到一处重点，他都会骤然提高嗓门，“同学们注意！”这
成了他课堂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当周怀增完成讲解的
部分后，会让大家在各
自的电脑上进行实际操
作。于是，整个教室里
便响起了老人们敲击键
盘和小声讨论的声音，
讲台上的周怀增也露出
了满足的笑容。

“感谢中国同学关于减贫的分
享，这对柬埔寨很有帮助！”2019年1
月 24 日，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的沙
拉武·冯 （Saravuth Vong） 同学在社
交账号上分享说。

对于沙拉武的分享，新近参加了
“知行计划”海外实践的清华大学法
学院研究生万胜认为，“我们能走出
国门，以平等对话的方式，让外国青
年了解并认同中国治国理政新实践，
我觉得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知行计划”海外实践名称取自
“知行合一”，即书本学习与社会实践
相结合。2019 年初，清华大学 46 名
研究生组成 4支海外实践支队，赴柬
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英
国、瑞士、荷兰、比利时 8国，围绕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主题，结合所
学所思，到海外讲述中国故事，表达
青年声音。

本报了解到，这已不是“知行计
划”第一次走出国门，此前，2016
年，美国、东非；2017年，德国、法
国、以色列、新加坡、文莱；2018
年，印度、泰国、巴西、俄罗斯……
世界地图上越来越多的地方留下了清
华学子实践或是宣讲的脚步。

通过历史故事介
绍中国倡议

1 月 25 日的英国牛津，天气寒
冷。牛津大学的职业服务中心会议
厅内，来自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
院的硕士生王子铭，自信地走上了
讲台，开始了“‘一带一路’的概
念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的主
题宣讲。

在宣讲一开始，王子铭展示了大
量历史图片和数据，通过将英国人熟
悉的概念与中国的发展进程进行类
比，帮助外国师生迅速建立起对“一
带一路”的认知框架。其中，他列举
了近年来“一带一路”在区域合作中
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及在沿线国家
正在进行的项目，着重介绍了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所发挥的
重要作用。

“以‘一带一路’作为宣讲的切
入点，一方面是因为陆上丝绸之路和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
的一笔，凝聚着中华民族璀璨的文明
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另一方面，‘一
带一路’倡议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
动力和机遇，我想把‘一带一路’的
历史源起和当下发展串联起来。”王
子铭对本报说。

这样的讲述方式得到了牛津大
学一位老师的称赞：“这是我第一次
系 统 地 了 解 ‘ 一 带 一 路 ’ 这 个 概
念 ， 熟 悉 了 历 史 渊 源 之 后 ， 我 对

‘一带一路’的倡议有了更加深入的
理解。”

宣讲的最后，王子铭通过列举
时间轴和经典照片的形式，展示了
中国近现代国际地位的变迁。“我们
在为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感到欣喜
的同时，也认识到当今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不是
一朝一夕的，而是中国人民不懈奋
斗的结果。中国爱好和平，并会始
终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王子铭话音刚落，会议厅内响起了
一片掌声。

结合自身经历宣
讲中国智慧

“精准扶贫绝非单纯依靠政府力
量，而是政府、社会形成联动机制共
同发力。”在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教
室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生张磊在题为“中国精准扶贫及其经
验启示”的宣讲中这样讲述。80余名
来自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的大学生聆
听了宣讲，并与中国学生进行了深入
探讨。

金边皇家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大
一学生沙拉武·冯对中国的精准扶贫
模式很感兴趣，期待对“精准扶贫中
政府、企业的角色定位，以及两者间
的作用机制”有进一步了解。

张磊曾于2018年1月底到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进行

“非遗传承与精准脱贫的良性互动”
调研，其中，“丹寨万达小镇”精准
扶贫项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得益
于此次经验，张磊不慌不忙地道出了
自己的见解：“我认为政府引导在扶
贫工作中具有主导性作用，但企业、
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贡献同样不可
忽视。只有以多种形式推进扶贫，形
成强大合力，才能保障精准脱贫的
实现。”为了让听众更好地理解“形
成扶贫合力”的概念，张磊列举了

“中国企业实施电商扶贫模式”和
“社会组织开展职业培训”两个实例
进行解释。

万胜是“知行计划”海外实践今
年赴柬埔寨、泰国支队的负责人，他
告诉本报：“贫困是全球性问题，我
们希望通过实地调研，了解柬埔寨和
泰国的减贫运作机制及具体措施，提
炼两国减贫经验，以期对‘一带一

路’背景下的国际减贫合作和国内的
脱贫攻坚有所启发。”

总结宣讲“中国智慧”的经验，
万胜说：“我们不是空对空地只讲道
理，也不做主观评价，而是用自己的
见闻说话，用客观事实和数据说话，
这样更有说服力。”

为了取得更好的宣讲效果，柬泰
支队的 12 名成员都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英文好的同学帮忙打磨讲稿，其
余同学下功夫学习权威报告，确保数
据和内容的准确性，负责宣讲的同学
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练习，在候机和航
班飞行过程中都在准备。

宣讲结束后，一位金边皇家大学
的学生想进一步了解中国青年大学生
参与扶贫的具体实践。张磊回答说，

“中国一直重视理论教育和社会实践
的结合，学校也鼓励学生们利用假期
参与到一线的实践中，在实践中了解
社情民意、加强自我教育。”

2017 年 7 月至 8 月中旬，张磊曾

在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辛店镇农业服
务中心参与扶贫工作，40多天的实践
中跑遍了乡镇所覆盖的 22 个行政
村。“一线扶贫干部的辛苦奉献和村
民的亲切关怀是我这次行程里最深刻
的记忆。”张磊说。在他看来，中国
精准扶贫模式离不开扎根基层的扶贫
干部，也需要当代大学生的参与奉
献。随后，张磊结合自身经历，向金
边皇家大学的学生们发出邀请：“希
望你们有机会到中国来，看看我们的
新农村建设。”

通过照片勾勒中
国变迁

1月23日午后，新加坡“通商中
国”的会议室内，20余名新加坡青年
围坐在一起。接下来的 15 分钟里，
他们听到了一场以中国特色政策试点
为切入口，关于中国政策创新机制和
发展成果的讲解。主讲人是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吴冠生。

投影屏幕上首先呈现出一张黑白
老照片，照片记录着 1987 年 11 月中
国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前门开业时排
长队的情景。之后，画面跳转，屏幕
上呈现出三位小朋友在肯德基餐厅内
和身穿玩偶服装工作人员的合影，孩
子们脸上洋溢着笑容。“想当年，一
顿肯德基往往是孩子们考取高分后的
嘉奖。”吴冠生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
向听众们解释说。紧接着，第三张照
片上呈现出当下中国青年关于“减肥
问题”的词频图。

“从热爱西式快餐到追求健康饮
食，普通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化正是新
中国成立 70 年来发展巨变的一个缩
影。”吴冠生通过介绍中国经济发展
的巨大成就来引出本次的宣讲主题：
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试点。

在吴冠生看来，图片素材是除翔
实数据外，增强宣讲故事性和趣味性
的有益方式。中国政策试点的类型
划分、历史溯源、特色优势、发展

趋势……15 分钟的宣讲内容翔实，
互动积极。

“过去，学生海外实践更多是去
了解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而今，中
国经验契合发展中国家现实需要，同
时对全球治理具有借鉴意义。近年
来，我们陆续组织清华学子到海外宣
讲和展示中国阶段性发展成果，丰富
对外传播体系，向世界展现立体、全
面、真实的中国。”“知行计划”海外
实践带队教师、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
赵璞向本报介绍说。在他看来，宣讲
中国只是传达中国声音的形式之一，
但不是唯一形式，既包括走出去，也
包括请进来。

2018 年 10 月 20 日，首届亚洲大
学联盟研究生学术论坛在清华大学召
开，应邀出席论坛的青年学生中，包
括了来自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的学生代
表，朱拉隆功大学是 2018 年清华学
子海外宣讲的其中一站。

在这些青年小伙伴们的眼里，真
实的中国在展现深厚文化底蕴的同
时，正以友善的姿态团结着各国伙
伴，拥抱变化，拥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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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
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中华民族 5000 多年
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多年斗争史，中
国共产党 90 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多
年发展史，改革开放 30 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
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
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
中国的。

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
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
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
来灾难性后果。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了这

个道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
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有一个法国作家说，朋友看朋友是透明
的，他们彼此交换生命。希望我的介绍能够让

中国在你们眼前更透明一些。我也真诚希望，
欧洲学院能够培养
出大批了解中国、
理解中国的人才，
为中欧关系发展源
源不断提供人才和
智力支撑。

——摘自习近平在
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
（2014年4月1日）

让中国在朋友眼前更透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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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怀增：

老年大学的教师达人
于林海 田春雨 段钇男

清华学生在新加坡“通商中国”的会议室里与当地学生及工作人员
交流。 马晓彬摄

清华学生在新加坡“通商中国”的会议室里与当地学生及工作人员
交流。 马晓彬摄

周怀增 段钇男摄

制图：潘旭涛制图：潘旭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