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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十多万绍兴老人也在近

日重回课堂。

据 了 解 ，截 至 2023 年 年

底，绍兴全市规范化老年大学

（学校、学堂）超过 810 所，师资

库新吸纳骨干教师超 780 名，

全市线下注册学员数超 12.5
万名。

作为全省老年教育资源

整合试点，绍兴在老年教育上

有何创新？在推动老年教育

资源整合上，是如何实践的？

记者走进绍兴市老年大

学，葫芦丝教室里，不少老人

正认真看着乐谱，尝试吹奏曲

目。站在走廊上，阵阵二胡

声、钢琴声、合唱声夹杂着传

来。翻开今年的春季课程总

表，越剧、旅游英语、导引养

生、面点制作⋯⋯一共开了 69
门课程、116个教学班。

没报上名的老年朋友怎

么办？2023 年，绍兴市委老干

部局开展百场“老有所学”银

龄课堂进基层活动，各地老年

学校顺应需求、因地制宜、创

新形式，选派优秀师资，编排

精品课程到基层党群服务中

心授课，为当地老年朋友实现

“家门口”上课。截至目前，活

动已辐射 6 个区、县（市）的 50
余个社区，共送出 103 堂精品

课程，涵盖舞蹈、越剧、智能手

机应用、短视频制作等多项课

程，惠及老同志8000余人次。

优质的课程离不开强大

的师资力量。国家级非遗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宋小青是绍

兴鹦歌戏课程的授课教师。

每周到市老年大学、望花小

区、书圣故里、市文化馆等教

学点上往返。柯桥区钱清街

道党工委发挥老年教育联盟

成员单位及社会组织机构教

师资源共享优势，请来农民书

画院老师来校任教。

柯桥区还出台了相关政

策，鼓励在职优秀中小学教师

到老年大学兼职授课，不仅规

定授课薪酬，还从职称评定上

进行鼓励。

在诸暨，老年大学与社会

培训机构携手合作，整合场

地、师资、教材等资源，应运而

生出艺海艺校老年学堂，为老

年学员授课电钢琴。

按岗求师、按需择师，绍

兴各地通过部门单位推送、行

业协会选送、自荐他荐结合等

途径，采用公开招聘、兼职聘

用、退休返聘等形式，全市新

吸纳 780 余名优秀人才，实现

城乡社区老年教育师资优势

互补、贯通共享。

新昌县老年大学开学后，

八段锦班班长杨丽萍几乎每

天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这里。

自县老年大学引入国有企业、

市场主体投入“改建提质”，并

迁移至县级长者中心后，这里

成了集康体保健、文化教育、

运动锻炼于一体的一站式养

老活动场所。

上虞区百官街道南丰未

来社区 2.8 万平方米的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既是“学堂”，也是

“食堂”，更是“养生堂”。这

里开设了书法、旗袍、越剧等

专业班级。下课后，老年学员

们能吃上社区餐厅仅需 5 元的

热腾腾饭菜，此外健身场地、

养老中心、书店书房、生活超

市等，也是一应俱全。

此外，绍兴各地还重点探

索乐龄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社区文化家园、养老服

务机构、乐活驿站等阵地“嵌

入”式建设老年学堂，目前，全

市已建有村社老年学堂（老年

教育点）1116 个，携手老年朋

友持续行走在老年教育的普

惠阳光之下。

温州：“教学乐为”四合一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近

日温州老干部大学 2024 年春季学

期开学，沉寂已久的校园充满欢声

笑语，重现往日的热闹与生机。

“开学第一课”上，学校组织观

看《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系列视

频微党课》，强化“红色校园”建设。

教学楼里，小提琴班余音缭

绕，古筝班琳琳琅琅，声乐班歌曲

婉转悠扬，书法班笔走龙蛇，太极

柔力球班行云流水，各类课程精彩

纷呈。

当天，温州老干部大学下吕浦

校区、汤家桥校区、蛟翔巷校区以

及 8 个教学点同步开学。下吕浦校

区一楼展厅展示由老同志们精心

创作的“初心如炬 书画党史”主题

书画作品展，吸引大家的目光，学

员们现场交流探讨。

为确保新学期顺利开学，给全

校师生营造一个安全、温馨、舒适

的学习环境，学校积极开展新学期

准备工作：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部

署新学期教学管理工作，确保责任

分工到位；第一时间通过班级微信

群、电话等方式告知学员开学时间

和各类注意事项，提醒任课教师做

好教学规划和备课工作；对校园开

展全域清洁，对教学设施进行全面

检修和维护，确保教学工作安全有

序展开。

目前，温州老干部大学共开设

书法、绘画、声乐、太极等 22 个专

业，班级 171 个，学员 6129 人次。

新学期，新气象，温州老干部大学

将持续提供优质的老年教育资源，

营造健康向上的学习环境，使老干

部大学成为离退休干部“教、学、

乐、为”的重要阵地。

本报记者 夏凌 通讯员 杨佳奇 王晖 陈胜男 李优杰 李秀芳

当前，浙江各地银发学子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开学第一课”。在宁波、在
温州、在绍兴，这一课都很精彩。

宁波：跨进校门就年轻

3月4日清晨，绵绵春雨带来喜

讯。早上 8 时不到，宁波老年大学

的校门口已经热闹起来，学员们个

个精神抖擞，步履轻盈地踩着红毯

进校园，笑容里溢满喜悦之情。

“甬爸甬妈积极养老项目”揭牌。

宁波老年大学门口有一块大

石头，上书：跨进校门就年轻。从

“开学第一课”的丰富内容和热烈

氛围中，记者感受到此言不虚。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备受瞩

目的“甬爸甬妈积极养老项目”揭

牌，这是宁波老年大学联合社会公

益组织鄞州区银巢养老服务中心

推出的文化养老项目，以“甬爸甬

妈”视频号为载体，通过挖掘校内

外“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代言人，引导老年人树立积极

向上的健康老龄观，全面展示老年

人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揭牌仪式后，校领导向优秀学

员代表赠予校徽，并为他们佩戴。

据了解，为进一步激发全校师生爱

校、兴校、荣校的热情，学校联合

“甬爸甬妈积极养老项目”向全体

师生赠送万余枚校徽。

学员郭华平拿到校徽后，第一

时间把校徽别在了胸前。他高兴

地告诉记者，自己在老年大学学习

近 10 年，还是第一次收获校徽。“在

这个明媚的初春，小小一枚校徽让

我有了更多归属感和荣誉感，也让

我倍感振奋。”

当天，社团纳新集市活动也同

步开启。摄影研究会、文学社、书

法协会、钢琴学会等 9 大社团分别

设摊，展示社团特色风采，吸纳新

成员加入。该活动将持续一周，帮

助新老学员更进一步了解校园文

化内涵，参与校园文化活动。

家门口上大学

浙江银发学子迎来“开学第一课”

绍兴：学堂多功能 名师来授课

葫芦丝班的开学“第一课”。葫芦丝班的开学“第一课”。

民族舞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