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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平湖版

平湖创新举措聚力绘就老年教育新图景
画“同心圆” 描“夕阳红”

学习就是最好的养老。在平湖，你可以对这句话有具象的认识——为了进入老年大学，老人们提前开好闹钟，准点候在手机前抢心仪的课程；为了能更好地融入智慧生活，老人们

在老年学校（学堂）津津有味地听着讲解各类智能APP的使用技巧；由退休教师、优秀党员、志愿者等师资力量组合而成的老年学堂品牌课程更是“一座难求”……

近年来，我市把推动老年教育发展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老年群体幸福感的重要抓手，着力推进老年教育资源整合工作，向内完善机制、向外强化整合、向深挖掘资源，切

实推动老年教育创优提质。截至目前，全市已建立起“1+1+9+141”老年教育组织网络体系，初步形成了城乡一体“15分钟老年教育学习圈”。成功创建2所省级优质老年学校，2所省级

优质老年学堂，24所嘉兴市级优质老年学校（学堂）。

■记者 戴绯绯 通讯员 朱笑倩

党建引领，激发“银龄一族”新活力

在我市钟埭街道，爱心义诊、法律援

助等各类丰富多彩的共建助老公益活

动，让辖区老年人享受到了优质的服

务。街道通过整合老年教育资源，成立

全市首个美丽城镇老年学校，全力打造

优质普惠的“家门口老年学校”，实现了

全域共享的“15分钟老年教育圈”。街道

老年学校获评全省优质老年学校，白马

堰社区老年学堂创建成为浙江省首批村

居老年教育示范点。

今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老年教育已纳入平湖市民生优享攻

坚行动项目。如何引领新时代老年教育

工作高质量发展？党建统领是关键。

“党建联建”点燃红色引擎。我市鼓

励老年学校（学堂）以党建为媒，链接辖

区内共建单位、养老机构、睦邻中心等，

共同建立老年教育党建联建机制。充分

发挥老年学员人员优势和各成员单位资

源优势，领办特色党建服务项目，如钟埭

街道老年学校的阳光钟溪“银晖红”党建

联建。此外，为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推

动老干部党校与市委党校合作共建，还

通过签订合作协议，落实“七个一批”工

作任务，成功开启合作共建平湖老干部

“红色学府”新篇章。

“银耀生辉”凝聚红色力量。通过在

老年大学（学校、学堂）成立临时党委（党

支部），将思政课作为“开学第一课”，每月

开展微党课、主题党日活动等，把老年教

育阵地建设成为传承“红色根脉”的基

石。充分发挥老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立足

老年学堂临时党支部成立红色宣讲团、文

化睦邻团等，参与转角湾二期建设项目的

各个阶段工作，积极发挥老党员、老干部

政治素质过硬、熟悉本地历史等优势。

优化整合，找准融合“最大公约数”

“在村里就可以学到如此专业的画画

技能，真是太好了！我们跟着专业的农民

画老师毛老师学到了不少东西，如今也能

画出一幅自己满意的作品了……”曹桥街

道马厩村村民刘大伯对于老年学员的课

程赞不绝口。他口中的毛老师，就是浙

江省高级工艺美术师毛根甫。在马厩村

党委牵头下，充分挖掘了一批领域内的

专业老师，满足了不同兴趣爱好老年人

的需求。

为全力建设好“15分钟老年教育学

习圈”，马厩村聚焦村民需求、多方联动，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嵌入式打造近 2000
平方米的老年学堂。同时，结合基层党

建示范点和“碳为观智，桨领风华”美丽

乡村风景线建设，整合村党群服务中心、

文化礼堂等场地资源，因地制宜将低碳

科普馆、桥文化记忆馆、赛艇小镇等“家

门口”资源作为学堂现场教学点，为老有

所学提供阵地保障。

随着老年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共

建共享融合发展”已成为平湖老年教育

的题中之意。“围绕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

学习需求，今年我们的‘长者学堂’公益

培训服务项目课程邀请了各领域专业人

士，在健康养生、防骗反诈等方面为‘银

发一族’送去课程。同时，建立优质师资

‘资源库’，定期开展送教下乡等形式的

教育活动。”市老年大学管理服务中心主

任杨春平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共入库专

兼职教师486人，较试点期间增长储备力

量164%。

坚持以老年学员需求为主体，构建

层次明晰、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如开设

西瓜灯雕刻、平湖派琵琶等非遗传承特

色课堂以及开发“阿奴新平湖宁”方言班

等地域特色传统文化课程。开展“送教

下乡”活动209场，推动优秀师资、课程资

源精准送达基层，不断协调城乡老年教

育均衡发展。

提质增效，跨越老年教育新台阶

近日，在“银耀禾城 秀步生华”嘉兴

市老年教育资源整合成果展——老年时

装艺术展演大赛上，市老年大学时装队

凭借出色的表现，喜获嘉兴市老年时装

艺术展演大赛二等奖。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融合课堂释放最

佳效能，我市结合老年教育数字化改革与

现代社区建设，探索推进“教育项目进老

年学堂”品牌工程，组织优秀师资编排《老

年“智生活”助手》等精品微课视频，开展

“智慧课堂进一线”活动，累计举行培训

180余场次，培训学员6600余人次。不断

丰富“第二课堂”，开辟特色研学线路，已

组织学员3000余人次开展参观研学。此

外，针对老年群体特点和实际需求，指导

他们掌上学习融入智慧生活。扎实推进

老年教育“线上+线下”融合办学，继续深

化浙江“云上老年大学”运行和管理工作，

统筹推进“四库”信息集成，做好“浙学通”

“浙里老干部”等数智应用的使用。目前，

“云上老年大学”数据已实现全市学校（学

堂）全覆盖，录制的平湖派琵琶等4门精品

课程入选入库。

为实践“学以致用，以学促为”，我市

还积极探索“老年教育+社会治理”模式，

鼓励老年学员发挥余热。深入开展“银

辉志愿行动”，全市共组建以老年学员为

骨干的志愿服务队358支，成立品牌工作

室27个、文艺团队287个，每年参加各类

演出、活动达1500余场次。

自 2022年 6月我市开展老年教育资

源整合省级试点工作以来，平湖在全省

率先探索出了一条优质高效、普惠共享

的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接下

来，我市将进一步在体制机制上构建“大

闭环”、在普惠共享上扩大“服务圈”、在

彰显特色上塑造“新样板”，不断谱写老

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实现高水

平“浙里康养”老有所学贡献更多智慧和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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