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清县莫干山镇老年学校学员学习民宿管家课程。 本版图片均由省委老干部局提供

2023年11月2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刘伟 版式：潘泓璇 联系电话：0571-85311259 邮箱：lmb0808@8531.cn 深读 3

本报社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号 问询电话：0571-85310114 邮政编码：310039 电子信箱：zjrb＠zjnews.com.cn 印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每月 43.50元 零售每份 1.50元

“打好坚实的阵地基础，构建高
质量教育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快乐、
优雅地老去，才是老年教育的题中之
意。”省委老干部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截至 2022 年底，全省 60 岁及
以上的人口为 1264.45 万人，占总人
口的 24.74%，已经从中度老龄化社
会加速走向深度老龄化社会。在这
样的背景下，浙江探索运用老年教育
联 盟 的 模 式 ，重 组 理 论 研 究 骨 干 力
量，升级理论研究平台，打通协同研
究壁垒，有利于进一步扩大老年教育
覆盖面。

为了让区域内老年教育的管理、
实施、评价与改进“有尺可量”，今年 12
月8日，《老年教育服务规范》温州市地
方标准将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个市
级标准，属于推荐性标准。标准在课
程形式、课程内容、校园文化、成果认
定、费用支付、服务交付等方面均做了
规范。以教学服务内容中的课程形式
为例，课程根据难易程度可分为初级、
中级、高级和研修班等；根据授课时长
分为长学制班、短学制班等，将标准化
理念、方法和手段融入到老年教育服
务全过程。

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沐浴到
老 年 教 育 的 普 惠 阳 光 ，他 们 不 仅 增
长了知识，甚至还能积极发挥余热，
参 与 到 矛 盾 调 解、志 愿 服 务 等 基 层
治 理 中 去 ，带 动 社 会 风 气 的 持 续
向好。

宁波市老年大学成立“三江长者叙
事分享中心”，开设由高校学者、老年学
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共同参与的“生命叙
事”思政课程，孵化“银辉”讲师，把老同
志的宝贵经验、悉心关怀与大学生的发
展需求相融合，“老带青”携手并进，共
同成长。

依托“龙游飞鸡”在全县 15 个乡
镇（街道）建有 30 余家“夕阳红”共富
工坊的阵地优势，龙游开设“鸡爪去
骨”等老年教育专项课程，通过课堂
岗位无缝衔接，累计带动村内闲置劳
动 力 超 1200 名 ，其 中 低 收 入 农 户
200 余 名 ，实 现 人 均 月 增 收 近
3000 元。

龙港市中对口社区老年人占比
19%，开办了老年学堂后，老年人从之
前的打牌、打麻将等活动转到了学养
生、学戏曲、学健身操上，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浙江以
老年教育资源整合试点为突破口，在全
国率先探索出优质均衡、普惠共享的老
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探索构建

“15 分钟老年教育学习圈”，从“一座难
求”到“普惠共享”，到 2025 年底，将实
现乡镇（街道）老年学校全覆盖，35%以
上行政村（社区）建有老年学堂，经常
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口达到 25%
以上；不仅解决“有学上”，还实现“上
好学”，浙江老年教育的金名片必将熠
熠生光。

整合资源 让更多人“有学上”“上好学”

浙江打造“15分钟老年教育学习圈”

老年人在家门口圆了“大学梦”
本报记者 李 灿 周琳子

准点抢、拼手速、手慢无⋯⋯放
在若干年以前，人们很难想象，这是
老 年 人 报 名 老 年 大 学 课 程 时 的
场景。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生
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老年人不
再满足于单调、枯燥、打发日子的生
活方式。比起物质需求，他们更希
望以乐观健康的生活态度，追求适
合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于是上老
年大学成了他们拓展生活新空间的
选择。

然而，由于老年学校数量不足、
优质课程欠缺、教育资源统筹不均
等问题，老年人想就近方便地上老
年大学，并非易事。

为解决种种痛点，去年开始，浙
江 组 建 全 国 首 个 省 级 老 年 教 育 联
盟，选择 17 个县（市、区）为老年教
育资源整合试点单位，着力打造普
惠 式 的“15 分 钟 老 年 教 育 学 习
圈”。目前，全省老年大学（学校、学
堂）超过 1 万所，师资库教师超 1.46
万名，全省线下注册学员数超 106
万名。

老年人在家门口上学对当下养
老环境有何裨益？他们又如何真正
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服务？近日，
记者展开深入采访。

今 年 5 月 ，湖 州 市 吴 兴 区“ 双
创 ”银 领 老 年 学 校 创 新 性 开 设 湖
州 市 首 个 社 会 化 技 能 培 训 公 益 班
后 ，老 年 学 员 报 名 人 数 迅 速
破 千 。

6 月 3 日，浙江老年大学政苑分
校 2023 年秋季招生网络报名通道
开启当天，手机照片处理、短视频拍
摄制作、茶艺班等课程，不到 1 分钟
全部满额。

6 月 26 日，金华老年大学的电
吹管班、视频制作、音乐班等课程一
经推出，10 秒钟全被抢光⋯⋯

如果说大众印象中常见的琴棋
书画、唱歌跳舞、插花养生等课程是
老年大学的“传统艺能”，那一大批
与时俱进开设的“潮”课程则吸引了
更多眼球。

“ 无 人 机 很 时 髦 ，年 轻 人 都 在
玩，我们老年人也不能落下。”嘉兴
老年大学无人机航拍班的 62 岁学
员李玉法，在手机上刷到课程目录
后火速报名。

除了丰富、有趣、新潮，价格优
惠也是老年大学出圈的一个重要原
因 。 100 元 上 15 节 声 乐 课 或 舞 蹈
课，200 元承包一年的书法课，最贵
的钢琴课也才 16 元一节⋯⋯和培
训机构动辄数千上万元的学费比，
老 年 大 学 里 的 课 程 可 谓 是 物 美
价廉。

记者注意到，走进老年大学的
老 年 人 有 着 和 年 轻 求 学 时 不 同 的
出 发 点 。 他 们 在 这 里 遇 到 志 同 道
合 的 同 龄 人 ，课 上 是 同 学 ，一 起 学
习 时 兴 优 质 的 课 程 ；课 下 成 好 友 ，
三五人聚在一起或闲聊或出游，大
大丰富了老年时光，生活变得更加
多姿多彩。

一方面是老年人对老年大学的
热情日益高涨，而另一方面，现实层
面的问题也不能忽视——

为 了 去 市 区 里 的 老 年 大 学 上
学，衢州市寺坞村老陈经常早上 7
时出门赶城乡公交车，辗转近 1 个
小时才能抵达学校。

天台县山区众多、村落分散，基
层老年学校（学堂）因为交通不便，
师资比较缺乏，城区优质资源难以
下沉。

云和县老年闲散劳动力比较充
足，但苦于缺少培训技能的场所，不
能 适 应 企 业 用 工 需 求 ，家 庭 增 收
困难。

“老年大学越是火热，我们就越
要冷静思考。”省委老干部局相关负
责同志向记者坦言，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各地老年大学普遍存在着“一
座难求”的现象，归根结底原因主要
是学校城乡分布不均、学位供给有
限、师资力量短缺，不能满足老同志
多元化、个性化等需求。浙江当下
正在着力打造普惠式“15 分钟老年
教 育 学 习 圈 ”，就 是 为 了 寻 找 破 局
之道。

潮课频出
越是火热
越要冷静思考

潮课频出
越是火热
越要冷静思考

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上学，必须
解决学习教育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去年8月，全省老年教育资源整合
试点工作推进会在绍兴柯桥召开，17
个县（市、区）揭榜试点任务，同时组建
了老年教育联盟。老干部局、教育局、
老龄办等部门携手发力，整合推动涉
老学习教育资源集成利用、服务管理
贯通。

各地新招频出。新建、改建、扩
建、共用、合作、政府购买服务⋯⋯试
点工作推进一年多，省、市、县、镇街、
村社五级办学的网络不断得到完善和
加强，老年教育的供给能力大幅增
强。通过整合，多元格局逐渐形成。
在老年教育联盟指导委员会统筹下，
打破了部门壁垒、避免了政出多门、减
少了重复投入、加强了工作协同。

政 府 和 社 会 联 动 ，延 伸 服 务 半
径。各地陆续出现了政企合作、政校
合作、社企合作等新发展模式。

在温州，40个文化礼堂·社区教育
共同体挂牌投用，把老年教育真正嵌
入乡村，送到老年人的家门口。在新
昌，一个县级、三个街道级老年教育综
合体均已建成启用，老年教育资源整
合成效在阵地建设、软硬件投入上充
分展现。

不少地方探索以社会力量参与推
行“购买服务”办学、以产业资源融入
推行“政企联姻”办学、以市场机制调
配推行“养教结合、产学结合”办学等
模式。发动社会力量将老年教育融入
健康养老、文化养生、旅游娱乐等相关

产业，康养融合推进老年教育内涵式
发展。

例如，杭州临平区探索引导社会
资源助力老年教育的有效途径，通过
本地企业结对共建村社老年学堂、乡
贤出资助推老年学堂项目、引入第三
方社会组织运营管理等方式筹措资金
110万元，打造政企校联合办学的老年
教育新模式，有效解决老年教育资金
不足等问题。

除了线下布局老年教学点，浙江
还注重数智赋能，打造全国首个老有
所学应用场景“云上老年大学”，开发

“手机端+电视端”服务平台，全程开展
思政教育和专业课程学习。

今年 60 岁的朱亚婷是舟山嵊泗
县绿华村风韵绿岛广场舞队负责人。
因为海岛县交通不便，外出学习培训
来回不易，之前朱亚婷只能在网上搜
索视频学习。接触云上老年大学教学
视频后，她可以随时回放观看舞蹈视
频，“线上课程很多都是专业教师授
课，动作讲解专业细致，比之前网上自
行搜索的课程质量高、内容精。”

记者了解到，目前，云上老年大学
覆盖了全省学校（学堂）6711 所、学员
154万人、线上线下课程5.9万门，成果
惠及全省 1200 余万老年人，做到了老
年教育“一屏掌控”“一键智达”“一网
通办”，推动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
学、时时可学”目标。

为丰富课程设置、优化师资配备，
省委老干部局、省教育厅、省老龄办等
联合出台文件，开展全省老年教育优

质师资推荐和“领雁”教师培养工作。
各个地市因地制宜，用不同的方法组
建自己的老年教育师资库，以多种形
式吸引在校教师、专业人才、退休教师
等参与老年教育。

绍兴柯桥区的叉车司机毛华琴，4
年前偶然在钱清街道老年学校接触到
了农民画，一下子就爱上了。学校里
的农民画教师，正是老年教育资源整
合后从杭州萧山区选派过来的。很多
像毛华琴这样的农村老年人，因此实
现了在家门口上大学的梦想。

为鼓励编内教师到老年大学兼职
授课，温州龙港出台了相关政策，不仅
规定授课薪酬，还从职称评定上进行
鼓励，解决老师们的后顾之忧。在嘉
兴桐乡，老年大学与高等院校、社会组
织、培训机构携手合作，招聘选聘 47
名教师到老年大学（学校）任教，遴选
124名校外专家学者、专业人才担任兼
职教师。

余姚市通过“学共体”师资库的建
设，招募了退休教师、民间达人、志愿
者等充实老年教育师资队伍，组建起
328 人的教学管理师资库，开发 80 余
册校本教材，有效填补了师资短板。

温州鹿城区还充分用好学员资
源，以总校为试点，尝试将老年大学培
养出的优秀学员培训成师资，由这些
老年学员走进分校及社区老年学堂，
让师资库体量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老年教育优质资源由此输送到城乡社
区每个角落，实现城乡社区老年教育
的优势互补和共同繁荣成为可能。

数智赋能 优质均衡老年教育初现

努力打响老年教育优质共享品
牌。在“浙里康养”和公共服务“七优
享”工程总体框架下，全面整合全省老
年教育各类资源，依托我省“15分钟公
共服务圈”建设，推进优质老年教育资
源的有序扩容和均衡布局，努力构建

“15分钟老年教育学习圈”。主要分三
步走。第一步，全面铺开：到2024年1
月，各县（市、区）按规定要求全部建立
健全老年教育工作协商机制，制定老年
教育资源整合工作方案，明确任务目标
和工作要求；到2024年10月，全面实施
推进，落实资源整合工作要求，对老年
教育办学机构进行规范命名和挂牌，形
成工作成果；到2024年 12月，开展评
估、总结。第二步，巩固深化：到2025
年底，实现乡镇（街道）老年学校全覆

盖，35%以上行政村（社区）建有老年学
堂，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口达
到 25%以上。第三步，拓展延伸：到
2027年底，村（社区）老年学堂覆盖率
达到50%以上，全面打造高质量老年教
育服务体系，构建全省协调发展的老年
教育新格局，不断释放老年教育资源整
合工作的品牌效应和社会效益。

摘编自浙江老年教育联盟指导委
员会办公室相关文件

三步走
构建“15分钟老年教育学习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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