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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2019年民生数据

一所社区老年学校：
家门口的老年大学

本周是余姚市老
年大学本学期最后一
周。昨天早上8点，
81岁的廖玉梅拎着
一小袋纸笔材料出
门，步行5分钟，走进
了阳明街道长安社区
二楼活动室。

跟同桌同学问过
好，廖玉梅铺开毛毡，
调好色彩，开始落
笔。记者见到她的时
候，她正在为牡丹的
花枝点叶，一笔、两
笔，无边春色在笔下
绽放，如她同样祥和
盛放的晚年。“以前，
我在余姚市老年大学
上课，来回路程比较
远，现在好了，课堂就
在家门口，过来就可
以上课。”

作 为 余 姚 市
2019 年民生实事工
程的一部分，今年起，
余姚市社区学院与老
年大学合作，将老年
班开进社区，实现同
步招生、师资共享。

社区教学点有效分流

老年大学一席难求的情况已存在多年。每年六七月，余姚市
社区学院副院长王振南都要见证一波“抢课潮”，热门课程撑不过
几分钟。余姚市老年大学2000多名学额，与当地老年人的就学
热情，以及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缺口很大。

余姚市民生实事“老有所学教育服务提升工程”，旨在扩大老
年教育资源供给，完善城乡社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按照“先城
区、再乡镇、后村居”的步骤，从今年年中招生开始，余姚市社区学
院与余姚市老年大学进行了充分、密切的合作，设社区（村）老年
学校教学点，全面扩大招生。

长安社区书画班以前也有，只是学员范围局限在社区，一共
就十几位老人。与余姚市老年大学结合扩招后，一个班的学员增
至40名。“扩招的好处是明显的，比如老师更专业，学具配备更完
善。”书画班“班主任”唐丽丹表示，“因为与余姚市老年大学合作，
让对这个班‘仰慕已久’学员得以入学，不再有区域的局限，还有
城乡接合部的学生也报名进来。”同样一间教室，利用率更高，学
员更多、更热闹，也更其乐融融。

对曾在余姚市老年大学上过书画课，又回归社区的廖玉梅来
说，家门口的班级“升格提级”，让她既骄傲又荣幸。“最直接的好
处是路近，减少了路上交通的安全隐患。老人也很愿意来这里，
安静又自由。”唐丽丹说。

学生“点”课，社区做好保障

今年下半年，兰江街道江南新城社区同时开了3个班，笛子、
歌咏和戏曲，是社区老年学校层面开班最多的一个教学点。

江南新城社区成立于2002年，是一个老小区，3600多户常住
家庭中，半数以上家庭有老年人。“开班之前，我们做了前期排摸。”
兰江街道社区教育中心负责人李文剑告诉记者，江南新城社区喜
欢戏曲和唱歌的老人特别多，其中一支“小分队”连续好几年在余
姚市老年大学跟一位越剧团退休的戴子娟老师学戏，热情很高。

知道可以在社区设教学点，有骨干主动提出，“我们可以开个
戏曲班”。今年下半年，“江南新城戏曲表演班”顺利开班。从此，
住在该小区的戴子娟老师，和一众学员不用再风尘仆仆地去老年
大学上课，而就近在社区有了活动场地。

社区用房不足是老小区的通病。江南新城社区用房是一幢
200平方米的小楼，一楼用于办公，二楼是图书室。为了让社区
老年教学点有固定的学习场所，该社区另向物业及居民租用了5
间车库用于办公、存放档案及杂物，腾出原有的办公用房并重新
装修，将一楼作为老年活动室，二楼为图书室和会议室并用，还添
置了电脑、音响等多媒体设备，小楼环境焕然一新。

昨天上午，戏曲班班长黄杏意和26名同学在一楼活动室，在
戴老师的指点下为晚上的社区汇演做最后的排练。“现在活动、表
演特别多，排练条件也很好，姐妹们团结一心，争取把快乐带给更
多人。”黄杏意说。

线上线下相结合

据统计，今年余姚市共对中心城区31家社区老年
教学点进行了授牌，并绘制了城区老年教育教学点地
图，城区老年教学班已达132班，老年学员5500余名，
另在部分养老机构开设短期教学班。

其他17个乡镇街道为符合办学条件的村居设置了
教学点，并按各村需求开设教学班，使非城区老年教学
班达140余班，老年学员5700余名。

余姚市教育局职成教科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在坚持走开放式办学路子的基础上，余姚市将进一步探
索开展养教结合模式，整合利用社区居家养老资源，在
老年公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等场所，开展形式多样
的老年教育学习活动；推进“互联网+老年教育”，充分
运用信息技术，发挥阳明学吧、阳明网校等推动线上教
学与线下互动结合，促进信息技术融入老年教育教学全
过程；鼓励学习共同体自主学习，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主
体作用，引导老年人参与到学习、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工
作中来，激发老年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
动性。

要真正实现老有所教、老有所学，教师队伍建设和
规范教学是关键。余姚市社区学院副院长王振南表示，
为健全队伍、规范教学，学院招募了不少退休教师、民间
达人、能工巧匠、志愿者等充实老年教育师资队伍，组建
起328人的教学、管理师资库；还开发了《电脑基础知
识》《电脑中级知识》《智能手机操作入门》等校本教材，
不断提升办学、教学规范化水平，让高水准的教学质量
助推老年教育成为余姚市的又一张“城市名片”。

为确保老年学员安全，提供亲切、便捷的人性化服
务，各老年学校还纷纷建立起相关安全规章制度，实行
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
考虑到老年人健康学习，各社区学校配备了常用的应急
药物或器材，并指定专人保管及指导使用。不少乡镇
（街道）还为老年学校与附近医院建立绿色通道，以备不
时之需。

为余姚市约 2 万名 4-6 岁在学儿童开展“明亮眼
睛”保护工程；

实施老有所学教育服务提升工程；
深化城乡职业技能培训工程，新增技能人才1.3万人；
完成余姚市急救站指挥调度中心搬迁，新增3个院

前急救点，完成红十字公益性应急救护培训3万人次；
新建农村文化礼堂45家；
新增专用停车位、公共停车位4000个；
组织50000名企业务工人员开展消防培训，对37家

社区微型消防站升级提档；
完成梁弄、大岚两个山区乡镇农村饮用水达标提质

工程；
对70岁以上余姚市户籍老人（须有老年证）、余姚

市户籍残疾人（须有残疾证），实施公交分时段免费政
策。

记者 顾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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