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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无小事 事事关民生
本报讯（融媒记者 颜元滔 徐婷

婷）“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学敲鼓板、唱

戏，别提多开心了。”日前，舟山镇舟二村

社区学校结业晚会热闹上演，一个个精

彩节目让台下观众连连叫好，让上台表

演的老年学员们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70 岁的村民黄光荣告诉记者，村里非遗

文化浓厚，吸引了不少游客，大家多学点

才艺，既能丰富老年生活，也能为村庄发

展贡献力量。

同样，西城街道郎下村“村晚”舞台

上，该村老年学堂舞蹈队带来的开场舞

《精忠报国》也让村民们津津乐道。去年

9 月，该村办起老年学堂，舞蹈培训班一

开班就吸引了20多名村民报名。“加入舞

蹈队后，我的胳膊、腿都利索了不少，心

态也更加积极了。”舞蹈队成员郑建仙说。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去年，老年教

育被列入我市民生实事项目。市统计局

最新数据显示，我市常住人口 97.3 万，

其中60周岁以上人口13.1万，占14%。

为破解乡村老年人“上学难”困境，

我市健全“2+14+N”三级老年教育网络

体系，完善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机制，推

动实现老年教育优质高效普惠共享，积

极推进镇（街道）老年学校、村（社区）老

年学堂规范化建设。

去年以来，市教育局组织社区教育

工作者深入社区学校、党群服务中心、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养老服务中

心等，实地开展全面细致调研，综合考量

公共资源分布状况与老年人实际需求，

科学合理选定校址。截至目前，我市已

建成镇（街道）老年学校14所，村（社区）

老年学堂158所，覆盖率达37.09%，全市

老年学位供给达到 22100 个，构建起便

捷高效的老年教育“十五分钟”学习圈，

让乡村老年人在家门口实现老有所学。

硬件覆盖逐步完善，课程建设不断

丰富。我市整合市老年大学、老年开放

大学以及镇（街道）老年学校的师资和课

程资源，建立了市老年教育师资库和课

程库。目前登记在册教师 239 人，开设

课程125门，涵盖书法、绘画、舞蹈、中医

养生、园艺、茶艺、器乐、摄影等，还推出

非洲鼓、电吹管、短视频制作等一批“潮”

课，满足老年人多元化需求。此外，我市

还建成 22 个视频教学资源、43 本校本

教材，为老年教育提供丰富的内容支持。

同时，我市全力推动“一校一品”项

目建设，鼓励全市老年学校（学堂）深入

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聚焦“非遗艺

术+乡村振兴”，开设特色课程，如芝英

镇老年学校将古琴特色课程与古城复兴

紧密结合，东城街道老年学校开设非遗

课程“十八蝴蝶”，舟山镇舟二村老年学

堂推出“采茶舞”课程，芝英镇芝英七村

老年学堂打造非遗美食肉麦饼制作直播

课程等，反响热烈。

“老年学堂让老年人老有所学，也让

他们走向乡村舞台，展现银发力量。”浙

江开放大学永康学院社区教育处主任卢

巧娟介绍，我市老年教育蓬勃发展，成效

显著，程育全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老年人如何学习电吹管》入选浙江开放

大学“领雁金课”。今年，我市将继续推

进11所老年学校标准化建设，实现老年

学堂覆盖率 40%，全年老年学位供给达

到 24200 个，让民生实事福祉惠及更多

老年人。

打造老年教育“十五分钟”学习圈

我市建成村（社区）老年学堂158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宅这边纺织

产业发达，在周边县市小有名气。枕套、

被套上的绣花，就是用这种缝纫机一针一

针绣出来的。当年，家家户户都有缝纫

机，女同志负责踩缝纫机绣花，男同志负

责翻被套⋯⋯”1月9日，在龙山镇后宅村

绣品馆内，有着40多年刺绣经验的老裁

缝向游客们讲述后宅村绣品文化的历史。

当天，后宅村作为市乡村擂台赛的

一个点位，以绣艺特色为主题开展了体

验活动。作为文化特派员的我，与村干

部和村民一起提前谋划、共同参与绣艺

体验和共富集市的开设。

古艺精品街上开设了绣品体验区，

不少村民和游客正驻足体验。大家通过

亲手制作十字绣、戳戳绣、钩织绣等，感

受绣品文化的内涵。

在村文化礼堂附近，我们开设了共富

市集，为周边村庄各类农产品提供展示、

销售的平台。现场，售卖四路手工糖、雅

贵土蜂蜜等产品的商户纷纷入驻，吸引人

气的同时，很好地展示了乡村特色。

后宅村旧时称“厚泽村”。近年来，

该村以宋韵文化为核心，累计投入 600

万元，成功创建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

品村，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未来，后宅村

还将结合未来乡村建设，全力打造集特

色餐饮美食、土灶体验、乡村艺术等于一

体的休闲新样板，持续走好“宋韵厚泽、

匠秀宅承”复兴之路。

目前，后宅村已列入我市人文乡村

创建培育名录。下一步，我将从村庄实

际出发，统筹整合村内各类资源，从硬件

提升、队伍建设、活动开展等多方面入

手，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推动村庄农文

旅融合全面发展，继续为村庄集聚人气

和活力，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融媒记者 胡锦 整理）

绽放绣品文化魅力 播撒乡村振兴种子
文化特派员 吕志豪

文化特派员在行动

以文化人，以人兴农。文化特派员制度是我省为解决农村地区居民文化需求、推动文旅融合、促进

乡村产业发展而作出的创新举措。为进一步发挥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的作用，展示我市文化特派

员工作的亮点与成效，更好地促进文化特派员工作的推进，今起，本报开设“文化特派员在行动”新闻专栏，立体化讲述

我市文化特派员在基层的精彩故事。

开栏语 传承先贤精神

市松溪文化研究院
乐助困难家庭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昊） 1 月

14 日，市松溪文化研究院工作人员

来到方岩镇独松村，将一笔善款送

到村民程关朝家中。

据了解，去年 12 月，程关朝的

孙子突发脑炎住院，至今已花费家

中全部积蓄，一家人陷入困境。得

知该消息后，市松溪文化研究院迅

速募集2.6万元善款，送到程关朝家

中。

“我们希望通过弘扬和传承先

贤精神，带动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奉

献爱心。”市松溪文化研究院代表程

兴齐说。

志愿者为困难
家庭送祝“福”
本报讯（融媒记者 俞舒梦 见

习记者 吕漪琳 陈可睿） 1 月 13

日，市益启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携手

市路跑及毅行协会、永康农商银行

石柱支行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慰问组一行先后走访下杨村、

后项村，为困难家庭送上大米、粮

油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充满美好寓

意的对联，鼓励他们坚定生活信

心，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关

怀。

爱心助老 情暖桑榆

石柱镇民政服务站
开展敬老慰问活动

本 报 讯（融 媒 记 者 胡 东 来）

1 月 12 日，石柱镇民政服务站携手

市志愿者协会义工团分会、市腾霖

工贸有限公司，前往石柱镇敬老院

开展敬老慰问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为老人们

提供理发、测量血压等服务，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让老人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

市腾霖工贸有限公司准备了八宝

粥、牛奶等慰问品，为老人们送去冬

日里的温暖。
（紧接 1 版）作为经济开发区探索土地更

新引领产业焕新、高标创建国家级经济

开发区的破题之举，在经过充分调研、反

复论证之后，老长城区块低效用地改造

签约工作于 1 月 12 日启动。后续，该区

块所涉1918亩土地将以“打造未来科创

新长城、五金智造新坐标、产城共融新门

户”为定位进行开发建设，为产业发展盘

活资源、拓展空间。

胡勇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所有奋

战在低效用地改造一线的干部群众致以

崇高敬意，向所有支持永康经济社会发

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

土地资源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

障，高质量发展对土地要素配置精准性

和利用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无论是从

政策利好看，还是从潜在需求看，抑或是

从现实条件看，启动老长城区块改造是

应时顺势之举。各级各部门要树牢“错

过一个窗口就会错过一个时代”的使命

感，站在对历史负责、对发展负责、对人

民负责的高度，坚决把老长城区块改造

视为“己任”，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有力

有序推进改造各项工作，再造工业新长

城，再创五金新辉煌。

胡勇春强调，有力有序推进老长城

区块改造工作，要以“事不避难”的态度

和“铁肩扛责”的行动，坚定信心坚决

干、精准施策担当干、凝心聚力团结

干。要讲原则，坚持“以真心换民心”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把企业的需求放

在心上，加强精准分析研判，换位思考、

找准关键，把关心关爱放在前，把保障

措施想在前，把疏导服务做在前，把政

策道理讲在前，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

人，最大限度利企便民。要守规矩，坚

持“一把尺子量到底”“政策一个口子

出”，始终做到依法依规、公平公正、阳

光公开，同时，突出“先立后破”，高位谋

划区块功能用途、业态布局和项目招

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决淘汰落

后产能，坚决守牢底线。要敢担当，锚

定“既要依法办事，更要依法办成事”的

目标要求，坚持以上率下、一线解题，集

聚各方资源、强化协同联动，健全完善

“每日晾晒比拼”“问题日清日结”等制

度机制，一往无前强攻坚、一刻不松抓

落实、一线考察促担当、一体联动聚合

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低效用

地改造的良好氛围，奋力交好新一轮

“五战双强”行动的首张答卷。

吕志豪（右一）在后宅村谋划今年的文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