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杭晨

在嘉兴老年大学，学员们可自主选

择文史、书画、拳剑等 11 大类课程、81 个

专业，以及隔代教育、南湖菱画等 4 个新

开特色班，丰富多彩的精品课程让老同

志们在这里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平

湖市创新实现与毗邻区域上海市金山区

老年教育资源的融合贯通，让平湖的老

年人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的获得感和生

活的幸福感；桐乡市通过搭建“桐享乐

学”平台，整合优秀教学资源，让老年人

足不出户“同屏共学”，共享数字社会发

展成果⋯⋯2022 年以来，嘉兴市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扎实推进

老年教育资源整合工作，呈现“试点精

彩、全域出彩”良好局面，不断擦亮“优学

在嘉”红船旁老年教育金名片。目前，全

市构建了“4+X”老年教育办学体系，共建

立老年大学 14 所、老年学校 76 所、老年

学 堂 1190 所 ，形 成“15 分 钟 老 年 教 育

圈”。注册入学学员数达 19.5 万人，每年

参加老年教育活动人次超 28 万，丰富和

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助力实现老

有所学，带动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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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旁实现老有所学

嘉兴办好品质老年教育

“好家风”作品一等奖

《孝义为本·仁让为先——传承裘氏好家风》
裘天昱 杭州绿城育华学校小学部606班

指导老师：曾水清

《弘扬好家风 薪火代代传》
方优齐 金华义乌市黎明湖小学404班

指导老师：楼丹丹

《言传身教，传承家风》
王珞瑜 嘉兴市海盐县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东校区四年级7班
指导老师：潘煜

《让诚信守护良知的天空》
朱芷萱 宁波慈溪市慈吉小学304班

指导老师：胡伶俐

《“金”“兰”之变——好家风伴我成长》
曹倍源 温州市瓦市小学

《我的爷爷》
章锐 宁波慈溪市文锦书院308班

指导老师：周雯

《孝在重阳》
胡君杰 衢州市开化县马金镇塘坞小学五（1）班

指导老师：张明娟

《浓浓敬老情 家风代代传》
周宸旭 绍兴市上虞区华维文澜小学507班

指导老师：徐松

《我的家风故事》
邵姜煦 衢州市新华小学二（4）班

指导老师：戴玉珍

《讲家风故事》
董泽民 湖州市长兴县第二实验小学407班

指导老师：应儿

“讲家风故事 行重阳孝礼”
征稿大赛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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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赵培希 张文利）
1830 余名小学生完成作品上传，百余万

人次阅读、14.4 万网友点赞⋯⋯这是 11
月 20 日在潮新闻上“讲家风故事 行重阳

孝礼”征稿大赛交出的漂亮成绩单。昨

天下午，经专家组评审，产生了最终获奖

名单。来自杭州绿城育华学校小学部

606班的裘天昱等30位同学，以文风多质

朴、网友频点赞分获一、二、三等奖；而把

参赛当成一次德育教育课的嘉兴市海盐

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等 9 所学校，收获最

佳组织奖。

本次大赛由省关工委和浙江老年报

联合主办、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独

家协办，10月10日启动后，主办方鼓励孩

子们把投稿作品作为重阳孝礼送给长

辈。随后，各地小学生纷纷亮出了传承

好家风的时代表达，在网络平台上以键

盘为笔，书写着一曲曲传承好家风、践行

好家训的文明礼赞。

为确保评审过程公平公正，组委会

制订了严谨的评价体系，评审专家从上

传稿件的政治导向、内容主题、文章立意

等四个方面，设置科学评定标准，要求内

容整体凸出浙江特色、彰显时代精神。

同时，结合发稿平台的最终用户数据，从

参赛作品的点赞数、留言数、转发数三项

指标进行赋分评判，最终以“内容+传播”

的总成绩确定佼佼者，确保获奖者不仅

文章内容质量高，还能引发网友共鸣，从

而实现家风家训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参赛作品以童真的语言、天真的心

灵，论证了好家风要从“心”传承的道

理。省关工委评审专家欣喜地表示，孩

子们的笔触非常振奋人，让大家看到，家

风家训的接续传承使得千千万万个普通

家庭成为一代又一代人梦开始的支点，

成为社会进步、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原点。

“征稿大赛非常有意义，相信孩子们

在思考创作过程中，同样收获满满。”来

自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专家则认为，获

奖作品不仅仅是学生送给长辈的重阳孝

礼，也是他们送给自己的“定盘星”，帮助

孩子们在人生道路上行稳致远。

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家庭

建设、家风涵养、家训传承没有句号，自

古以来“家国天下”的情怀是我们这个民

族生生不息的源动力，而孩子是国家的

未来。都说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在

传承好家风中健康成长的下一代，必定

能扛起民族复兴伟业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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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风“心”传承
30名小学生获奖 9所学校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