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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生

活？

很多“五老”的答案是，继续老

有所为，为下一代的成长发光发

热，这份事业有意思又有意义。“五

老”，是指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

老教师、老模范等离退休老同志。

3 月 16 日上午，全省关心下一

代工作会议在杭州举行。会上为

获 得“ 全 国 关 心 下 一 代‘ 最 美 五

老’”荣誉的俞明德、姚爱英、陆建

忠 3 名老同志，荣获“全国关心下一

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的诸暨市青

少年“枫桥经验”传承基地、安吉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青少年

教育体验基地颁证授牌。

关工委和广大“五老”，在关心

下一代事业上默默奉献、润物无

声。他们做了什么？又有哪些故

事？一起来聆听。

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

陆建忠，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

司杭州北车辆段工作退休后，成了

孩子们的“故事大王”。他进学校、

走机关、入社区，配合制作了《寻访

红色足迹》专题片等 30 多个课件，

公开挂网接受社会预约，行程 10 万

多公里，面对面宣讲 400 多场，累计

900 多 课 时 ，直 播 听 众 达 29.8 万

人。他认为，多上一堂课、多讲一

个故事，就会在下一代心中多燃起

一份理想的火种，多增添一份感党

恩、听 党 话、跟 党 走 的 信 念 与 力

量。这就是最有成就感的事。

党的二十大代表、嘉兴市红船

精神“五老”宣讲员骆叶青，在“长

者会客厅”里对话红船小记者，在

国旗下与同学们分享参加盛会的

感想。她走进职技院校，宣讲党对

新时代青年提出的新要求。她还

引领少先队员、学生团员和青年党

员体验 96345 志愿服务，号召大家

从身边做起，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

二十大精神。

这一年，放眼浙江，围绕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省

1800 多个关心下一代报告团、“五

老”宣讲团开展活动 1.7 万多场，覆

盖青少年 286 万人次；组织“十万

‘五老’结对关爱农村未成年人”活

动，以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为主体

打造公益共同体，募集资金 1.6 亿

元、惠及困难学生 8.2 万名；组织

900 多个心理关爱团、4200 多名“五

老”深度参与网格治理，引导 900 多

万人次青少年参与学习实践；制定

加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工作《实施意见》，建立关工委成

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关工委

组织拓展到全省 100%的乡镇（街

道）、92%的村（社区）。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开局之年，“八八战略”实施 20
周年，全省关工委要积极创设平

台、搭建讲台，发动广大“五老”通

过举办主题展览、主题宣讲、主题

研讨等活动，以伟大成就、伟大思

想、伟大使命抓好青少年思想政治

建设，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要

聚焦创新改革开放，组织“五老”科

技团、劳模工匠报告团现场授课，

开展“我是亚运小主人”文明实践

活动、党史国史知识竞赛等增强青

少年自立自强的强国志气、勇于变

革的活力闯劲、胸怀天下的开阔胸

襟、担当斗争的顽强意志，培育堪

当“两个先行”重任的时代新人；要

深度融入省委“浙有善育”总体部

署，充分发挥“五老”扎根基层优

势，抓好道德教育、素质教育、心理

教育、家庭教育，热心当好青少年

健康成长的知心人守护人；强化党

建带群建，进一步增强整体意识、

统筹意识，积极协同各方力量、整

合各方资源，更好提升我省关心下

一代工作质量和水平。

我省部署关心下一代工作
有意思又有意义 这份事业让“五老”们如此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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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王艺瑾）一老

一幼系民心，一枝一叶总关情。近

日，台州市路桥区老干部积极行

动，走进学校、社区文化礼堂等地，

开展“银发护苗”行动，引导少年儿

童爱家爱国、勤勉好学，守护青少

年儿童安全健康成长。

峰江街道进一步整合“五老”资

源，启动“星火 365 计划”。近段时

间，由老同志、青少年组成的星火宣

讲团到学校、社区等地，开展宣讲活

动，用青少年的声音、老干部的声

音，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各个节

点、各个阶段的重要精神、红色精神

传递至青少年学生、广大群众之间。

在蓬街镇五联村青少年活动中

心开展的“小小文物修复师”公益

培训活动中，“五老”志愿者陈传友

为孩子们讲解文物的由来、文物的

保护管理以及修复技巧等知识，耐

心指导小朋友们动手拼接各种残

破“文物”。

与爱“童”行
路桥老干部这样护苗
与爱“童”行
路桥老干部这样护苗

本报讯（记者 王杭晨 通讯
员 席建岚）如今，隔代抚育已成为

社会上的普遍现象，作为“隔代家

长”，老人们想要系统学习科学抚

育知识的意愿非常迫切。针对这

一需求，嘉兴市海盐老年大学联合

海盐县妇幼保健院，按照“开班摸

底、动静结合、期末检测”办班模

式，首开隔代抚育公益培训班。

隔代抚育是一门新增学科，学

员们想要掌握哪方面抚育知识？

哪些抚育知识比较匮乏？设置多

少课时才能比较系统地完成一个

阶段的学习？学校和海盐县妇幼

保健院的专家们动足了脑筋。开

班仪式上，每位学员需认真填写

《隔代抚育能力调查表》。通过摸

底测试，专家们按照“缺什么补什

么”的原则，定制从婴幼儿喂养、儿

童生长发育等15次课、30学时的教

学内容。

针对老年人长时间集中精力

容易疲乏，专家们决定采用动静结

合教学方式，既系统地讲解科学抚

育知识，又开展课堂实践操作，让

课堂教学过程更生动，老人们学起

来不累。

“这个‘爷爷奶奶培训班’不仅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抚育孙辈、处

理家庭关系，对锻炼大脑、促进交

流也很有好处。”海盐老年大学学

员王戈平说。

海盐老年大学相关负责人表

示，开办隔代抚育公益班是 2023 年

为群众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内容，希

望通过课程，让隔代抚育成为“三

代共赢”的教育方式。期末教学计

划完成后，将进行测试，了解学员

们的知识掌握情况，为下一阶段教

学内容提供参考。测试通过后，学

员们将拿到海盐老年大学颁发的

首期隔代抚育公益班结业证书。

海盐老年大学首开隔代抚育班
祖辈科学育孙有了“教科书”

本报讯（通讯员 占瑞军）近

日，玉环市玉城街道首期“干部微

论坛”活动在若水驿站共富工坊举

行，部分村社农指员、老干部、青年

干部参加论坛。

围绕“高质量发展”“共富工

坊”等主题，大家畅所欲言，结合自

身经历提出不少建议意见。有的

干部认为，城北区域产业造血功能

不足；有的干部指出，建设“共富工

坊”，要摸清就业需求。

老干部叶云龙根据自己几十

年的乡镇工作经验表达了自己的

看法：要因地制宜，打造出玉城模

式，基层党员干部一定要强化紧迫

感、使命感，面对群众的“急难愁

盼”不能当“局外人”。

“干部微论坛”作为街道干部

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前

期主题征集、主旨发言、主体互动

启发、问题交流探讨等，定期组织

青年干部与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老干部、老党员、专家学者等围绕

中心工作、重点工作，集中研讨，交

流传授经验，切磋开阔思路，达到

共同提高基层干部实践能力、促进

街道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目的。

玉环“银青”百脑慧
“共富”微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