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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永安小陶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出发地纪念馆有感

●谢复兴

何愁北上路茫茫，抗日原来有主张。
宣言如令由斯发，红带初飘赤帜扬。

寄 秋
●马玉太

秋风有意题红叶，岁月无声染白霜。
莫道桑榆添暮色，春来满树绽妍芳。

入冬吟怀
●李廉德

秋雨迎冬莅，朔风凉转寒。
青松同竹茂，金菊伴荷残。
果硕农商旺，粮丰家国安。
暖冬梅早报，春日正跚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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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有约

银发资讯

“课程丰富多彩，村民们报名
参加学习的热情很高。”11 月 26
日，大田县首个省乡村（社区）“银
杏乐龄学堂”在广平镇铭溪村开
班，银杏乐龄学堂校长张裕森介
绍，“学堂已经招收60周岁以上学
员148人。”

铭溪村有19个村民小组，户
籍人口4189人，其中60岁以上村
民701人，占比达16.73%。如何丰
富老年生活，满足老人们对“老有
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期
盼？“村里前后共花费80余万元修
缮龙会堡，将戏台、栏杆、墙体、地
面修补加固，还购置了电视、电
脑、桌椅等设备。”张裕森介绍，省

“银杏乐龄学堂”是面向并依托村
居，创新老年人“学养结合”模式，
为老年人免费提供教育资源的公
益性老年学校。铭溪村结合村情
实际，兼顾古建筑保护与利用，在
龙会堡开办银杏乐龄学堂，不仅
美化了村居环境，还提升了老年
人生活品质。

为确保教学质量和办学效
果，学堂从本村中吸收培养一批有
才艺、有专业技能的爱心人士作为
志愿教师。根据老年人的心理特
征、文化程度、兴趣需求，设置健康
养生、唱歌识字、健身操、文化传
承、智能手机使用、法律法规、家庭
教育等方面课程，为老年人提供了
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交流平台。

银杏乐龄学堂的创办及运作
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和支持。张裕森介绍，学堂
从今年5月开始筹办，得到了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支持，仅开班
当天，就收到社会捐款19万元，为
学堂的持续运作提供有力保障。

大田县聚焦养老需求，进一
步完善社区公园、娱乐广场等基
础设施，开展老年人教育培训、文
化旅游、健身休闲、金融支持等服
务，不断满足老年人文化娱乐需
求。2022年以来，县里共补助55.5
万元支持铭溪村养老事业。

（大田记者站 林伯郊）

乡村“银杏乐龄学堂”受欢迎

11月18日至19日，由市林业
局主办、宁化国有林场承办的
2024年市林业系统第23届“健康
杯”老年人气排球赛在宁化举办，
来自全市林业系统的8支代表队、
60余名运动员参赛。

赛场上，运动员精神矍铄、
团结拼搏，时而巧妙吊球，时而
大力扣杀，时而精准拦网，赢得

观众阵阵喝彩，彰显出我市林业
系统老年人的活力与风采。经过
激烈角逐，市林业局代表队获得
本次气排球赛一等奖，将乐县林
业局代表队获得二等奖，尤溪县
林业局和清流国有林场代表队获
得三等奖。

（全媒体记者 陈 渴 通讯
员 姜光伟 文/图）

老年人气排球赛展风采

“走进老年大学就年轻，来到老年
大学就快乐。”走进全国“最美老年大
学”——尤溪县老年大学，一节节课堂
座无虚席，教师耐心讲解，学员认真学
习，其乐融融。

近年来，尤溪县老年大学积极推
进老年教育的探索，创新“1+N+W”
的教学模式，以“156”工作机制为抓
手，树立“共办、共学、共为”的乡村老
年教育办学理念，扎实推进全县老年
教育高质量发展。先后被授予省、市
老年大学示范校，省、市终身教育先进
单位，全国和全省老年远程教育先进
收视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实验区、示
范区，全国老年教育优秀学习收视点
等多项荣誉称号。

如今，尤溪县老年大学在15个乡
镇均设有分校，培育精品课程省级 3
门、市级5门、校级16门，设9个系、20
个专业、61门课程、98个教学班，共有
55名教师。2023年末，尤溪县60岁及
以上老年人 88087 人，占总人口的
20.0%。经常性参加老年教育学习的
老年人，占尤溪县老年人口总数的
26.3%。

▲尤溪县老年大
学 15 所乡镇分校授
牌仪式

（采访对象供图）

◀2023 年“全国
柔力球大篷车公益惠
民推广万里行”活动
走进尤溪县老年大学
西滨分校。

（采访对象供图）

朱子故里朱子故里““银发学堂银发学堂””正青春正青春
——尤溪县老年大学创建中国老年大学标准示范校侧记

●尤溪记者站 陈建荣 文/图

制度保障
搭建优质教学平台

清晨，尤溪3路、6路、9路公交不时载着学
员到达尤溪县老年大学门口的公交站，不远处
的玉溪桥上，结伴来上课的学员们，跨越清印溪
直达老年大学。

“为了方便南北两岸老年学员上学，以及解
决老年人在来往老年大学路上的交通安全隐患
问题，县里高度重视，解决了公交停靠站点和水
南人行桥等问题。”尤溪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县
老年大学校长雷泉明说。

1988 年 5 月，尤溪县老年大学成立。三十
多年来，迁建三次校址，教学场所由不足40平
方米，到如今有6层独立校舍，教室按省一级校
配置，配套多功能厅、排练厅、多媒体教室、展览
室、图书室、活动室以及文化长廊等，建筑面积
5500平方米，设施完善。这些变化，离不开尤溪
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多年来，历任县委书记、县
长均为名誉校长，县委每年初听取老年大学工
作汇报，专题研究老年教育发展，并将老年教育
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有了县里的大力支持，我们更能放手为
老年学员提供优质教学服务。”县委组织部副
部长、老干部局局长、老年大学第一副校长陈
蔚阳说。

制定并落实教学常规；组织教研组编写教
材，做到90%的课程进大纲；定期开展教学质量
监控和评教评课活动；建立校领导随堂听课制
度；组织公开课、观摩课、优质课活动；安排教师
参加各级培训；评选优秀教师、名师、学科带头
人等，促进教育质量提升……尤溪县老年大学
的学习氛围松弛而不松垮。

“我们开展文明班级评选，学员们严格遵守
教学纪律，自觉维护公共卫生、财物。课堂纪律
严谨有序，不散漫。”尤溪县老年大学教务主任
黄秀蓉说。

除了办好传统教学的“第一课堂”，尤溪县
老年大学还拓展社会实践活动的“二三课堂”。
借助各班级、学会力量，举办、合办或参与丰富
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做到班级周周有活动、学
会月月有演出、学校季度有展示。

近年来，尤溪县老年大学积极在教学实践
中进行经验总结、理论研究，共有15篇论文在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老年教育》月刊以及《中国
老年报》发表，23篇论文在省级、30余篇文章在

市级老年教育刊物发表，优秀教学成果引得省
内外老年大学前来学习。

老有所学
积极贡献银发力量

古琴、葫芦丝、太极拳、柔力球、书法、拉丁
舞、声乐……每周一至周五，尤溪县老年大学热
闹非凡，座无虚席。每节课时间80分钟，教师耐
心讲解，学员认真学习，课堂里洋溢着浓郁的学
习氛围。

“刚退休的时候，内心对老年大学还有点抵
触，总觉得自己和‘老年’二字还不搭边。”尤溪
县老年大学朗诵班班长罗向红笑着说。一次，好
友约她到老年大学的民族舞蹈班观摩，老师曼
妙的舞姿一下就吸引了她。“老年大学并不像我
想象中‘老气十足’，这里的课程精美多样。”罗
向红当即决定报名参加学习。

学习一段时间后，热爱语言类节目的罗向
红，在学校评定册上写下了希望增加朗诵班的
期望。第二学年，学校就开设了朗诵班。罗向红
成了朗诵班的班长，和朗诵班的同学们一起组
建了朱子故里银龄宣讲队，到各村镇宣讲党的
理论政策。

“老年大学每学年都会开展一次评定活
动。”黄秀蓉介绍，评定的内容包括校园建设、教
师评价、课程推荐等，教务处会综合社会发展、
学员需求、教师、教室等情况，及时调整优化课
程设置。

除专业课程外，老年大学还开设综合课作
为每位学员的必修课，“综合课的内容包括健
康养生、法治宣传、防诈骗、县内热点项目
等，并邀请党校老师、医院医生、各单位工作
人员来为学员上课。”尤溪县老年大学常务副校
长池汉清说。

优秀的师资力量来自社会各方。尤溪县老年
大学利用县教育局资源，建立在职师资库，并邀
请社会上的名师名家担任教师，保障教学质量。

杨芳退休前是尤溪县总医院中医骨伤科副
主任医师，退休后又被社区医疗养护站返聘。
2018 年，受池汉清邀请，杨芳成为尤溪县老年
大学中医推拿保健班的老师。“课程主要针对老
年人常见的关节性疾病，教授十八式按摩法用
于自我保健。有一次，一名学员肩关节脱位，我
边上课边讲解，顺手就治好了。”杨芳说。

尤溪县老年大学还与县总医院联合开展
“健康走进老年大学”活动，成为县全民健康
管理示范创建单位。“每堂课都不是滥竽充
数，要能促进老年人身体和心灵双重健康。”
池汉清说。

今年新增的游学班，由教师组织学员开展
红色文化遗址、A级景区等地的游学体验活动，
以游促学，感受县内外风土人情，成为最受学员
欢迎的课程。“认识的朋友多了，聚在一起交流、
游学、增见识，生活多姿多彩。”70岁的游学班
班长吴冬妹说。

吴冬妹同时也是剪纸班的班长。2023 年
起，尤溪县老年大学开展“大手牵小手助教”活
动，安排师生轮流为东城小学的学生提供剪纸、
象棋、戏曲等课后延时服务，吴冬妹就是其中一
员。“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半到五点二十分，是
我们老年人的‘服务’时间。”吴冬妹笑说，“虽然
年纪大了，但是也想尽自己的能力把所学传授
给下一代，让学生们全面发展。”

坚持党建引领。尤溪县老年大
学建立临时党支部，成立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不定期开展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朱子故里银龄宣讲队利
用“三句半”等方式，开展主题教
育、党纪学习、综治平安等宣讲56
场；锣鼓学会志愿者多年来为新兵
入伍开展欢送表演；朱子金秋老党
员工作室主动担当调解工作，并在
各种场合义务宣传禁毒、反诈等相

关知识；学员们连续十年举办下乡送春联、摄影
展和剪纸作品展等活动；在社会公益演出中自
编、自导、自演50多场300多个节目；开展义卖
活动，筹集善款资助困难儿童……

老有所为，回馈社会。目前，学校已建立公
益、文艺、摄影、医卫、农技等14支志愿者队伍、
300多人，利用老年人的社会影响力，发挥他们
的特长和优势，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县乡村合力
创新“1+N+W”教学模式

“黄老师，刚刚那个平侧旋转可以侧面对着
我们再来一遍吗？”“黄老师，我们自编了一套动
作，麻烦帮我们指点一下。”每场柔力球直播课
上，尤溪县西滨分校学员都积极与老师交流柔
力球动作。

“自从有了老年大学，我们晚上不打牌了，
一到时间，就到公园里面打太极、柔力球等，锻
炼身体。国庆节、畲族文化节等节日，我们组织
表演，展现我们的学习成果。”尤溪县老年大学
西滨分校教务处负责人蔡瑞明介绍。西滨分校
目前开设太极拳、交谊舞、柔力球、大鼓等课程，
有学员200余人。2023年，在全国第二套柔力球
大众推广套路网络视频大赛中，西滨分校柔力
球3支队伍荣获三等奖。

拓宽老年教育普及率，让县、乡、村的老年
群体都能满足学习需求，这背后离不开尤溪县
老年大学“1+N+W”教学模式。

“‘1+N+W’的模式，即1个中心校区，N所
乡、村、社区老年学校，W个无形教室。”雷泉明
说，“我们挖掘退休老干部银发人才作用，充分
利用老人活动中心或文化站等场地办班教学，
目前有9名县处级退休干部和15名科级退休干
部结对帮扶15个乡镇老年学校。2022年，实现
县老年大学乡镇分校全覆盖。”

中心校区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增设课程的
同时，建立乡村支教师资人才库，培养聘用乡村
本地有专业特长的老教师、老干部、老医生等为
分校教师，并选派中心校区的教师为乡镇老年
大学分校送教，构建县、乡、村师资互补机制。

“我们分批次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下乡开展
太极拳、剑、扇、刀等系列课程支教，做到讲练结
合，让学员更好地掌握太极系列技能。”尤溪县
老年大学太极系教师刘玉珠介绍。

线下阵地持续扩大，线上远程教育不断发
力。黄立娟是尤溪县老年大学6个柔力球班的
教师，为了让乡镇分校的学员更好地学习柔力
球，她尝试下乡支教、录制教学视频、点评学员
练习视频等多种教学方式。“经过多次实践发
现，利用微信群进行直播授课的方式最简捷、最
受欢迎，学员无论身在哪里都可以加入学习，且
能及时反馈动作上的问题。”黄立娟说。为此，她
自费购买了新手机和直播支架，利用课余时间
为乡镇的学员直播上课。

设立网上学习交流群，购置乡村老年课堂
直播“教学一体机”，依托县电信、广电等部门，
尤溪县老年大学成功在全县271个村、社区建
起福建省新媒体老年远程教育收视点，借助技
术手段推动教学资源向基层延伸，让广大老年
人走进校园、融入社会，在学习活动、服务社会
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尤溪县老年大学健身气功表演
▼尤溪县老年大学表演音乐快板《老年防骗歌》。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
龄协会 11 月 20 日共同在京启动
新时代“银龄行动”。启动仪式上
发布了“银龄行动”标识和志愿服
务队队旗。同时，全国“银龄行动”
信息服务平台上线运行。

“银龄行动”是以老年人为主
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
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
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从 2003 年开始，全国老龄委
连续组织开展“银龄行动”，截至
2024年7月底，全国参加“银龄行
动”老年志愿者总人次已超 700
万，开展援助项目4000多个，受益
群众4亿多人次。

与以往的“银龄行动”相比，
新时代“银龄行动”参与主体从老
年知识分子拓展到全体老年人，
行动内容从智力援助、技术帮扶
为主，拓展到“银发巡逻”、儿童托
管、互助养老、全民参保、扶残助
残、探访关爱等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从线下活动为主拓展到线
上线下相结合。

当天正式上线运行的全国
“银龄行动”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了
“银龄行动”网上信息查询、服务
链接和事项办理等功能，将进一
步促进供需对接、信息共享、集中
宣传，为广大“银龄行动”志愿者
做好服务保障。

（新华社）

新时代“银龄行动”启动
助力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