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讯（记 者 夏 凌 通
讯员 刘文霞）“老年大学在

我们社区开了分校区，步行

10 分钟就到。”“今年有好多

新课程，我报了琵琶班，提升

音乐修养。”⋯⋯近日，衢州

老年大学学员朋友圈里溢满

赞美之词：新学期里，学校把

年前征集学员的建议都考虑

到了。

3 月 11 日，记者来到衢州

老年大学校园，学员尤阿姨笑

着分享，这个学期她报了 6 门

课，很充实。

一个学员报 6 门课，老年

大学教学资源能满足吗？老

年大学负责人表示，今年，衢

州老年大学探索“1 个校本部+
N个分校区”合作办学模式，在

老年人比较集中的居住点开

设永清门、和合园、荷北苑 3 个

分校区，打造学员“15 分钟学

习圈”。

“我最喜欢鲍老师的声乐

课，这学期她的课开在了永清

门校区，我家走过去只要 10 分

钟。”郑同学迫不及待地分享

好消息。

除了分校区，学员们还有

惊喜。新学期开设手工编织、

婴幼儿照护、琵琶等特色课

程，都是在针对学员需求精准

开设。

“本学期共开设 152 个班

级，新增 13 名教师，教师人数

创历年新高。”教务处工作人

员说，技艺类课程和新增的小

众化课程，都很受欢迎。

一位来自面点班的男学

员说：“以前上班忙得脚不沾

地，压根没工夫琢磨这些。如

今有了空闲时间，包包饺子、

蒸蒸馒头，倒也有趣。”

在为学员打造幸福学习

乐园的同时，老年大学也引导

学员积极发挥作用，参与各类

志愿服务，如送春联进社区、

清明祭英烈、文化志愿服务、

送演出到敬老院等。据统计，

2024 年，全校师生共参与志愿

服 务 活 动 45 场 ，参 与 人 数

1800余人次。

新校区开到家门口

衢州打造老年教育15分钟学习圈

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叶华永）
12 日，丽水市庆元县老科协农
业分会、庆元县供销联社（农合
联）和湖州市长兴县吊瓜产业
农合联在庆元县竹口镇新窑村
举办吊瓜种植技术现场培训。

吊瓜种植项目为庆元县与
长兴县的“山海协作”项目。计
划用 3 年时间，在庆元县种植
吊瓜 1000 亩左右，由长兴县农
合联保底销售。2024 年第一
批种植达 300 亩，今年计划种
植500亩。

庆元县
山海联动助农增收

本报讯（记者 王杭晨 通
讯员 葛盼盼）“今天的‘新闻

联播’开始啦。”17 日 8 时，台

州临海市上盘镇金杏灯村村

口准时响起王掌桂洪亮的乡

音，他将新闻逐字逐句用方言

读给围坐的乡亲们听。

“年轻人用手机看新闻，

我们就爱听老王读报。”老人

们笑着说。

王掌桂今年 82 岁，是一名

退伍老兵。他的“主播”生涯

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那时，村

委办公楼里那台黑白电视机

是全村唯一的信息窗口。每

晚 7 时，村民们挤在一起看中

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但多数

老人听不懂普通话，也看不懂

滚动字幕。

“ 掌 桂 ，电 视 里 说 什 么

了？”老人们问村里为数不多

的知识分子王掌桂。

当过 6 年铁道兵的王掌桂

萌生了念头：“我来‘翻译’。”

一张板凳、一份报纸，这

一讲便是 30 余年，听众从三五

人发展到如今座无虚席，周边

十里八乡的老人也赶来捧场。

王掌桂家中，堆满了新旧

报纸、记录本，这是他多年来

读报的心血和见证。

30 余年来，王掌桂的这一

举动悄然改变着村庄：听报的

老人开始关注垃圾分类，讨论

乡村振兴政策；村里组建起

“银发读书会”，文化礼堂的借

书量翻了 3 倍。更令人感动的

是，周边村民王茂雨拜师学

艺，回村成立“分播站”，让这

份温暖接力传承。

如今，王掌桂依然精神矍

铄，他觉得正是阅读让他始终

保持活力。

“坚持读报是我最骄傲的

事，能让乡亲们心里亮堂。”王

掌桂说，除了读报，他每天坚

持爬山锻炼、练八段锦，要“挑

战90岁播报”。

王掌桂用手写笔记和方

言讲述，守护着乡村老人“知”

的权利。30 多年如一日的坚

持，以最传统的口耳相传，将

天下事传递到乡村的“最后一

公里”。

台州八旬老人变身“新闻主播”
三十余年用方言为乡亲读报

本报讯（通讯员 洪敏）近

日，为庆祝杭州老干部大学建

校 40 周年，一场以“传承非遗

共品文化”为主题的非遗市集

活动在该校庆春路校区开展。

杭州老干部大学非遗传习

所自 2023 年成立以来，先后开

展木刻、油纸伞制作、非遗泥塑

等非遗文化体验课及非遗活

动，参与学员近 3000 人次。此

次非遗市集活动，也是非遗传

习所开展非遗文化传习工作的

一项创新举措。

杭州市
开展非遗市集活动
杭州市
开展非遗市集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黄菊红）
11 日，台州市黄岩区澄江街道
老农技专家马士能来到中国柑
橘博览园观光带，指导园区工
作人员移植优质柑橘苗木，并
指导他们进行后期管理。

作为全省首批旅游风情小
镇创建单位，澄江街道积极挖
掘银色人才，组建老专家服务
队。马士能从事农业技术 30
余年，退休后主动加入老专家
服务队，为黄岩擦亮“中华橘
源”金名片贡献力量。

黄岩区
助力柑橘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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