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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民政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国家银
龄教师行动计划》，调动优秀退休教师继
续投身教育事业的积极性，推动建设全
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当前，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
要趋势。“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
突破 3 亿，而教育领域也将迎来教师的
退休高峰。近年来，我国已经陆续开展试
点探索，推动银龄教师老有所为，发挥作

用。从2018年启动实施中小学银龄讲学
计划，到2020年启动实施高校银龄教师
支援西部计划，累计招募 2 万余名中小
学退休教师，近 1000 名部属高校、部省
合建高校等“双一流”建设高校退休教师
开展支教支研，广大退休教师既发挥了

自己的专长，又强化了对教育的人才支
撑，可谓实现双赢。

《行动计划》涵盖了普通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基础教育、终身教育、民办教
育五大领域，将各级各类学校及老年教
育、社区教育、开放教育机构均纳入了实

施范围。上述五大领域各有侧重，将给予
有重点的支持。例如，在职业教育领域，
聚焦深化产教融合，重点支持具有地方
产业重大需求、需进一步提升办学条件
的职业院校；而在民办教育领域，则聚焦
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发展，重点支持急需
高素质教师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
职业院校。

吸引更多的退休教师持续发挥自己
的专长特长，能为建设教育强国、培育
时代新人贡献更大的师资力量，而广大
退休教师也可在新的岗位上绘就最美夕
阳红。

让银龄教师绘就最美夕阳红
●何 莉

观澜潮音

夕阳一抹

在尤溪县，有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
老人，他就是刘光清。曾担任尤溪县老干
部局局长等职务，从事基层工作 42 年，
退休后，虽然两次患了脑梗行动不便，但
他始终不忘初心，热衷公益事业，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
共产党员精神。

自 2013 年被聘为尤溪县晚晴艺术
团指导员后，他组织了多场极具意义的
大型演出，如“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红色
印迹”“展阳光心态、看尤溪变化”“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共计18场。

他还创作了充满正能量的作品，包括歌
词、快板词、朗诵诗等三十多篇，让红色
文化在尤溪县绽放光芒。2023年，他不顾
年老体弱，多方收集资料，花费两年多时
间主编的晚晴艺术团建团 30 周年纪念
册——《晚晴》，2023年被收入县档案馆，
成为文化记录。

2013年以来，他看到众多爱好太极
拳、柔力球的群众，没有组织，无法正常

开展活动，发起组建了尤溪县太极拳协
会、柔力球协会，参与组建老科协等组
织，并在这些协会中担任职务。他积极
组织会员训练、表演、培训、参赛，使
太极拳协会会员能在国际、省、市比赛
中屡获佳绩。为解决太极拳协会经费问
题，他多次个人赞助并向有关部门争取
支持，近两年来，为协会筹措资金5万
多元。2021年他还组织编写了太极拳建

会十周年纪念册——《古城太极》。
2007年至2015年担任老科协副会长的8
年里，他积极参与各项“教育现状”

“水资源”的调研工作。他还为基层协
会自掏腰包 6000 多元购买三台电视，
促进基层工作。

刘光清，这位甘于奉献的退休干部，
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着退休后的精彩篇
章，2016年福建电视台公共频道“金色人
生”栏目专题播出“甘于奉献的退休干部
——刘光清”。2024年5月他被尤溪县老
体协授予为组织老年人体育活动十周年
以上的“老年体育奉献奖”。他的无私奉
献，热心公益事业的举动激励着更多人
投身到老年事业中。

退而不休的老干局长
●刘建光

夕阳有约

本土发现与坚守

抗日战争爆发后，厦门沦陷，由爱
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被
迫内迁，其中，集美水产航海、商业、农
林 3 所职业学校，辗转安溪迁入大田。
1938年至1946年，集美职校师生在大田
父老乡亲帮助下，边学习边抗战，创造
了抗战烽火中弦歌不辍的教育奇迹。

“别看这里的房子不起眼，都是我
们玉田乡亲们无偿腾让出来的。当年，
校董、校长和老师给我们讲述救亡之
道、解读战局，领我们唱《毕业歌》……”
1960年，9岁的范立洋第一次从父亲的
口中，了解到这段快被遗忘的历史。

“如果不去抢救性地保护，这些东
西可能在不久之后全都没有了。”范立
洋的父亲范鸿声当年是集美高级商校
的学生，范立洋帮助父亲在大田接待了
多批回访的老校友。

1980年，范立洋大学毕业后成为大
田一中教师。父辈的嘱托，成了范立洋
肩头上沉甸甸的责任，抢救民族历史文
化的紧迫感时刻鞭策着他。

“他利用寒暑假时间，见缝插针地
寻校友、访故人、查档案、找资料、核史
实、做策划、布展馆、写剧本、排节目，组
织志愿者、培训解说员、策划教育活动、

接待各地师生、联络集美校友。”张春艳
说。范立洋不仅本人在做，也引导同事、
亲友和考上各地高校的学生成为志愿
者。如今，收集到的180万字资料、200多
帧历史照片，布展了两层大厅的主馆和
9个分馆、3条抗战播迁历史文化长廊、9
处纪事碑墙和雕塑。

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已经
满头银发。所幸，艰辛的工作得到了众
多有识之士的支持。“有人听说我是自
费、义务收集史料，从来没人说‘不’，还
要为我提供食宿、用私家车送我出行。”
范立洋感慨道。

一路守护

大田第二集美学村旧址现存面积
3217.5亩、校舍28座，其中22座是福建
省第九批文物保护单位。

“前些年，房地产开发浪潮波及大
田城区的黄金地段，开发学村旧址地块
的‘指挥部’也紧锣密鼓地开始运作。”
范立洋回忆。学村旧址的一些住户终于
等来了他们翘首以盼的高楼住房梦，可
是听说要把这些“不值钱”老房子留下
来，个别不理解。家人这时也劝范立洋，
退休后好好休息，不要这么拼，可他放
不下这些对当地历史文化来说就是“传
家宝”的老房子。

在社会各方的支持下，2011 年，大
田第二集美学村旧址陈列馆正式开馆；
2017年，县里成立了第二集美学村保护
与开发工作指挥部，专门负责学村旧址
的保护与开发工作；2020年9月，大田第
二集美学村旧址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列
入第三批国家级抗战遗址，同时成为集
美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厦门海洋
职业技术学院等诸多高校和大田县中
小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师德教育、国防
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民族文化寻根教
育基地等。

团队的坚守获得了各界有识之士

的广泛支持，使地处城区黄金地段的学
村旧址，在房地产开发浪潮中得以“独
善其身”。

今年1月，围绕传承和保护大田第
二集美学村历史文化，大田县将其列
入“八个一”工程加以保护与开发。

“保护文物也是政绩”“保护历史文
物，守住城市灵魂”，这已成了范立洋
和志愿者们的共识。

夕阳感言

走进大田第二集美学村旧址的校
舍，“有枝才有花，有国才有家”的嘉庚精
神、“诚以待人，毅以处事”的“诚毅”校
训，都在讲述着一段被岁月埃尘掩藏的
故事。可是，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2012年，范立洋和热衷公益的老党
员们组建了一支志愿者团队，他和女儿
范晓虹，以及范建洪、连玉凤、陈慧芳等
成为第一批志愿讲解员。每周，都要接
待参观者数拨。

“志愿者团队人数106 人，团队成
员来自教师队伍、机关干部、企业的
职工和村民。”范立洋介绍。志愿者团
队每年接待团体观众400多批次、数万
人次，开展专题宣讲50多场。

“集美前贤的家国情怀，深深地感
染了我们每一个志愿者。”宣讲志愿者
连晓玲深有感触地说。范立洋的守望
情怀也一样激励了大家。“因为工作
忙，好几次想退出志愿团队，当我看
到范老师那样地执着，我找不到任何
的退出理由了。”

大田城一小教师陈慧芳说，团队里
有父女相传、姊妹相伴、师生传带、同事
携行的身影；有上高中时是志愿者宣讲
员，上大学寒暑假又回来重操旧业，毕
业工作后还接着做的青年。在范立洋带
领下，志愿者传承情怀、勇担使命，讲好
嘉庚故事，让“诚毅”的种子在更多人心
中生根发芽。

屏山诗友颂
●吴继良

屏山诗友最风流，一腔文韵驻白头。
传统佳节兴犹胜，引吭高歌遏江流。
屏山诗友最风流，闽调和曲唱不休。
春夏秋冬皆入卷，国泰民安颂田畴。
屏山诗友最风流，蒙书对句巧通幽。
福禄寿禧全贺遍，梅兰竹菊早登楼。
屏山诗友最风流，爱国爱乡情长留。
寸草丹心忠无尽，还报华夏壮志悠。

永安感怀
●金一建

曾是闽中一僻乡，时逢改革沐春阳。
经年梓里入思忆，今日蓝图绘自强。
广厦安身黎庶乐，竹山邀客锦囊藏。
四旬立市圆心梦，独好浮流落凤凰。

临江仙·有感
永安撤县设市40周年

●张永霞

昔日房檐低矮处，长街路阻家穷。
三轮车过耳如聋。一身衣土土，两侧袋空空。

腾燕群发经年载，高楼林立新风。
手机网络识颜容。居民行坦道，高铁御长龙。

永安撤县设市
40周年感怀（外一首）

●陈上湖

浮流旧县弱城乡，街短巷深多矮房。
超载公交人货混，限装电话讯音茫。
当今广厦列新市，即刻动车飞远方。
景美人和诸业旺，百强魅力盛名扬。

初夏竹乡闽笋香
落箨初篁与日长，阴晴翠羽暗流光。
东村热焙飘香远，北市精装溢灿黄。
高产农家添胜意，丰酬笋月揽良商。
山珍优价倍欢畅，新建洋楼喜欲狂。

（注：“笋月”，当地人称挖春笋的雇工。）

感怀（外一首）
●陈仁男

浮流曾是旧时名，群燕腾飞作远征。
灵秀鳌山开气象，沧桑遗址忆峥嵘。
修筠苒苒侵眸悦，高铁隆隆入耳轻。
晨练归来风日暖，一瓯香茗每怡情。

甲辰端午
角黍浓香溢，菖蒲酒一卮。
田螺蒸艾叶，味道忆儿时。
值节怀兰芷，临风读楚辞。
声喧龙舫近，衔浪竞相追。

市 标（外一首）
●洪顺发

出世巍峨立水滨，高飞群燕一标新。
初心早有图腾梦，万紫千红四季春。

又到端午
屈子当无恨，家家为你忙。
遗风传万世，青蒲艾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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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市2024年
端午诗会作品选辑

初夏的阳光照在大田第二集美
学村旧址上，给陈嘉庚的铜像披上
了金色光芒。铜像底下，73岁的范
立洋向到访者讲解抗战时期发生在
学村的往事。

“范老师是县关工委副主任、第
二集美学村旧址志愿服务队领军
人。”大田县委老干部局局长张春艳
介绍。为抢救被誉为战时福建“西
南联大”的大田第二集美学村旧址，
老人五上福州、八赴厦门、四进武
陵、三到魁城，从东海之滨到中原大
地，从齐鲁平原到鄱阳湖畔，前后走
访了 216 人，行程数千公里。25 年
来，他带着一群志愿者，无怨无悔守
护民族抗战记忆。

2021年，范立洋被授予福建省
“八闽银发先锋”称号，被国家文物
局评为“中国最美文物安全守护
人”；2023 年，荣登“福建好人榜”

“中国好人榜”。

范立洋（左一）在培训大田第二集美学村志愿者。

范立洋（右三）在给外
地大学生讲解当年集美水
产航海职校师生在均溪

“海训”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