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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时代的发展，我市致力打

造具有永康特色的老年教育品牌，传承

永康本土文化，创新基层治理融入途

径，‘老年大学’也可以开到家门口。”市

委老干部局局长吕英强说，打造“家门

口老年大学”，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晚

年生活，让夕阳“红起来”，也满足了老

年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需求，汇聚

银色人才，孵化银领力量，实现银耀丽

州。

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 10 所“家门

口老年大学”教学点。市委老干部局计

划用 3 年至 5 年，拓展老年大学教育覆

盖面，实现我市各镇街区至少一个老年

大学（学校或教学点），力争形成覆盖广

泛、灵活多样、特色鲜明、规范有序的老

年大学办学格局，规划设计按照专业功

能划分思政教育、音乐戏曲、国学文化、

体育健身、时尚生活、本土文化六大学

系，充分发挥老年大学“窗口、阵地、孵

化”三大作用和施行办学模式、办学经

验、办学标准、师资力量“四输出”职能

作用。

至此，市委老干部局描绘的以市老

年大学为龙头，以镇街区分校为骨干，

以社区、村教学点为支撑的老年三级教

育网络的蓝图已逐步显现。

今后，加快智慧校园建设，运用“互

联网+”优化老年教育空间和老年大学

资源是该局的主要规划之一，可针对老

年学员的不同个体验、阅历层次、职业

专长和学习生活习等方面的差异，灵活

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实施“空中教学、

远程教学”，变“封闭式教学”为“开放式

教学”。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底，市老年

大学二期工程已先后经过市发改局论

证和市政府、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被正式列为2021年市政府重点投资项

目，建成后可容纳 6000 学员就读。自

今年起至 2025 年末，该局计划扶持创

办10所老年大学分校、30个“家门口老

年大学”教学点，可容纳 10000 余名学

员就读，实现全市16000老年人接受再

教育，基本达到20%老年人经常性参与

学习教育活动的要求。

接下来，市委老干部局将对标“重

要窗口”建设要求，不断在精准服务、优

化布局、规范建设、创设特色上再发力、

再提升、再优化，全面推进“家门口老年

大学”分校、教学点的建设，着力建成覆

盖全域、融合开放、梯次管理、充满活力

的老年教育体系，切实满足全市老年人

文化养老需求，打造一条“银龄乐学”的

美丽风景带，建设成为老龄社会的幸福

之窗。

□融媒记者 叶宁

全域共建“家门口老年大学”打通老年教育“最后一公里”

市委老干部局打造老年三级教育网络
近日，在市老年大学

云山教学点大会堂内，一
场由中共永康市委老干部
局主办，市老年大学及“家
门口老年大学”各教学点
承办的全市老干部迎新春
暨“家门口老年大学”教学
成果汇报文艺演出精彩上
演，受到了老领导、老干部
和广大观众的肯定与点
赞。省委老干部局微信公
众 号、浙 江 新 闻 App 和
《浙江老年报》等媒体都相
继作了报道。

都说“活到老，学到
老”。近年来，市委、市政府
始终把老年教育工作放在
重要位置。市委老干部局
主动作为，以“家门口老年
大学”建设为突破口，多举
措拓展办学渠道，依托现有
老年大学基础，逐步推进老
年教育向城镇和农村延伸，
形成以市老年大学为龙头，
以镇街区分校为骨干，以社
区、村教学点为支撑的三级
教育网络，打造“便民利民
的老年大学”，破解“一座难
求”困境，切实打通老年教
育“最后一公里”，更好满足
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

“同学们，即使是同一笔画，在练习

的不同阶段也会有不一样的变化，但想

要写好，一定要多加练习横平竖直，打

好基础。”走进江南街道金胜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偌大的课堂内已是座无虚

席，学员们正认真地听书法老师胡红专

讲课。

“以前我们都是独自在家练书法，

写得好或不好，也没人指导。现在好

了，有了‘家门口老年大学’，而且请的

是名师，老师认真讲，大家一起学、一起

练，朋友多了，书法水平也提高了不

少。”今年 75 岁的老李是一名退休教

师，热爱书法，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书

法爱好者，也让自己的书法作品得到了

展示。

在西城街道虹霓教学点，学员们跟

着音乐翩翩起舞，指导老师则穿梭在人

群中纠正动作，她们正在加紧排练群

舞，只为在汇报演出时大放光彩。

“以前很羡慕那些在台上能唱能

跳、多才多艺的同龄人，现在我们也能

上台表演了”“以前忙工作忙家庭，无暇

顾及学习，退休以后又要帮着照顾小孙

女，没时间到市里报班参加学习”“现在

培训班开到了家门口，我们一定要跟着

老师好好学，学会后带领更多的老年朋

友舞起来”⋯⋯课间，舞蹈培训班现场

的老年居民纷纷表示。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大多数老年人

选择不再窝在家里，而是根据自己的兴

趣和爱好，走出家庭，走进老年大学。

在社区、在村里，同学皆邻里，走路上下

学，相互督促有进步，学习又健身。不

难发现，选择到“家门口老年大学”上

课，已成为我市老年人的新时尚。

据了解，在全市扶持创办 10 所“家

门口老年大学”是市委老干部局去年年

初确定的十大工作目标之一。去年 5

月、9 月、12 月，该局分三批对江南街道

金胜社区、经济开发区夏溪村、西城街

道虹霓经济合作社、芝英镇芝英八村、

古山镇前黄村等 10 家教学点进行了命

名和授牌。

新成立的 10 所“家门口老年大学”

教学点，开设有越剧、婺剧、二胡、唱歌、

书法、绘画、广场舞、健身操等10多个专

业，30多个班级，共有学员1800余人。

老年教育是全民教育的组成部

分，是终身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更是老年人权益保障的重要内容。目

前，老年大学（学校）正是我市实施老

年教育最重要的平台，“家门口老年大

学”是老年大学分校或教学点。创办

“家门口老年大学”是解决我市老年大

学“一座难求”和破解老年教育资源短

缺的有效举措，是老年教育的扩展和

延伸。市委老干部局牢记初衷，应势

而动谋篇布局，增点扩面，逐步建立起

覆盖广泛、运转灵活、布局均衡的老年

教育体系。

市委老干部局成立“家门口老年大

学”创办考核组，研究确定工作目标、办

学要求、设施布点等内容，出台《关于扶

持创办“家门口老年大学”的意见》，确

保定位准确，人员到位、设施到位、资金

到位。市财政每年安排 20 万元用于扶

持“家门口老年大学”创办，并列入市委

老干部局年度预算。该专项经费对课

时费、开办费和教学设施、设备购置费

等补助及奖励专款专用，集中保障各教

学点的师资经费。

同时，针对各镇街区、部门申报的

教学点，该局都会组织工作专班对照标

准进行实地查看验收，力求所有新创办

教学点具备“五个有”标准，即有一个工

作班子，有一定的教学设施和教学设

备，有一支学识丰富又有专长的师资队

伍，有一定数量的课程、班级和学员，有

一套教学管理规章制度。验收通过的

教学点，由市委老干部局研究确定再挂

牌成立。

为拓展老年教育基地，构建“15 分

钟学习活动圈”，市委老干部局综合考

虑老年人数量、学习需求、兴趣爱好等

因素，在充分调研和协调基础上整合资

源，合理设置教学点，方便老年人就近

入学，就近活动。

“家门口老年大学”的老师均来自

老年大学师资库和老年大学的骨干学

员、各学校退休老师、社会各团体优秀

骨干成员⋯⋯他们专业知识学养深厚，

教学经验丰富，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和大

局意识，乐于奉献且热爱老年教育事

业，为基层老年教育发展注入强大动

力。

市老年大学与“家门口老年大学”

教学点负责人通过现场座谈、走访调研

等方式，按照各教学点的特色和学员意

见，设计课程，每个教学点至少开设 2

门以上课程，形成“一教学点一方案一

特色”，以适应老年人“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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