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文利）
“今天我们上绘画课。”空置的

房屋被精心布置成温馨教室，

崭新的黑板、钢琴、电视和学

习用品一应俱全，图书室、心

理室和活动室更增添了几分

活力⋯⋯走进嘉兴桐乡市屠

甸镇养老服务中心，一股别致

“学院风”扑面而来，仿佛让人

置身一所充满朝气的校园。

“像办学校一样办养老

院，每位老人都是‘80 岁的青

年’。”这是施明英刚担任院长

时定下的目标。2019 年，在她

的积极推动和市、镇老龄委的

支持下，屠甸镇养老服务中心

设立浙江老年电视大学教学

点。施明英作为老年电视大

学的辅导员，不仅开展教学工

作，还一手创办“行知学堂”。

7 年来，她用爱与耐心，让看似

缥缈的想法逐步走进现实。

1998 年，浙江老年电视大

学成立。作为远程教育模式，

电大为老年学员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然而，时间和空间的

隔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知识

的及时传递和深入理解。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银龄辅导

员队伍应运而生。

在广袤的农村和社区基

层教学点，除了像施明英一样

的个人，还出现了不少团体的

身影。除了基础教学工作，他

们还肩负着组织第二、第三课

堂活动的重任，通过参与基层

治理、丰富文化生活等方式，

贡献“银发力量”。

在舟山市定海区老年电

大分校广济教学点，银龄辅导

员魏月娟推动创办了紫竹越

剧银龄志愿服务队，带领老年

电大学员们深入海岛村社、老

年学堂进行慰问演出。她们

自编自导自演，将传统越剧与

现代元素相结合，创作出许多

贴近生活、贴近老人的优秀作

品。2024 年，服务队共安排慰

问演出20场，场场爆满。

在丽水莲都区白云社区，

有一支充满活力的老年志愿

服务队，成员正是社区老年电

大教学点的学员们。在银龄

辅导员翁立洲的带领下，这群

“银发先锋”走街串巷，破解社

区治理难题，优化社区环境，

助力城市创建宣传。“大家干

得越来越起劲，人也越来越

多。”翁立洲自豪地介绍，这支

队伍从最初的 30 多人发展到

如今的百余人，20 年来走遍辖

区的大街小巷，实现老年电大

与基层社会治理互促共赢。

近年来，老年电大拓展教

学空间，创新教学模式。从城

市到农村，从山区到海岛，至

2024 年末，基层教学点辅导员

队伍规模超万人。他们如点

点繁星，照亮老年人的退休生

活，引领着大家积极争当“有

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新时

代老人，为老年教育事业注入

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老年教育如何“精准投递”

万名银龄辅导员打造“电大样板”

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姚建玲）
在近日举行的第十四届浙江省
暨长三角老年合唱交流（点评）
演唱会上，来自省内外 30 支团
队 1300 多位六旬老人上台展
示。杭州市萧山区 7 支合唱团
队齐整亮相，用不同风格的歌
曲，唱出了美好的夕阳红。

今年年初成立的萧山区春
之歌合唱团一鸣惊人，献演的
两首混声合唱歌曲《莫尼山》、

《在太行山上》以和声优美、节
奏明快受到评委高度肯定，收
获“唱得最好”的评语。

萧山区
春之歌获“最好”评语

本报讯（记者 王杭晨 通
讯员 翁卓敏）“接 110 警讯，东

桥靠三江城这一端，有人游

泳，但人不见了，可能溺水，需

要救援。”“我立刻去现场。”

5 月 22 日中午，嵊州市老

年大学摄影班教师钱坚，在前

往老年大学授课途中接到嵊

州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的救

援警讯。钱坚立即回复消息，

迅速赶往现场，脱去外衣跳入

河中，凭借冷静的判断和良好

的体力，奋力将落水者拖至岸

边，并在大家的协助下，成功

挽救一个生命。

这一善举并非偶然，作为

嵊州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成

员，钱坚多次参与水域救援。

23 日上午，钱坚又出现在献血

站。他坚持每年献血，10 余年

累计献血 24 次 9200 毫升。他

表示：“救人是本能，献血是习

惯。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

坚持下去。”

钱坚在老年大学授课多

年，以“耐心、热情、专业”赢得

学员信赖，获评“2024 年度老

年教育最美教师”称号。在课

堂上，他常以自身经历鼓励学

生：“摄影不仅记录美好，更传

递温暖。”在他的带领下，摄影

班学员用镜头积极为嵊州文

化旅游发展做宣传。

从传道授业到生命守护

嵊州市老年大学钱老师勇救落水者
从传道授业到生命守护

嵊州市老年大学钱老师勇救落水者

本报讯（通讯员 金子颖）
“最近心里总不踏实，家里事让

人堵得慌⋯⋯”5 月 21 日上午，

一位阿姨来到台州玉环市老干

部爱心圆梦团服务驿站门前寻

求帮助。一个半小时的倾听与

疏导后，阿姨紧锁的眉头终于

舒展。

下一步，玉环市还计划增

设“云上心语”在线咨询平台，

通过数字化手段延伸服务触

角，把驿站打造成精神家园，为

基层治理注入银龄智慧。

玉环市
银龄服务暖心解忧

本报讯（通讯员 郑小红）5
月 22 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衢

州市开化县老年大学积极探索

创新教学模式，将书画课堂搬至

风景秀丽的龙坦窑创业基地。

学员们以素坯为画纸，将动植物

元素融入创作，通过笔墨丹青

诠释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表

达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
此次实践将课堂延伸至户

外实践现场，打破传统教学空
间限制，让老年教育与生态保
护共振，绽放出独特光彩。

开化县
笔绘自然 艺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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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明英（右）教老人写毛笔字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