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恼烦恼
我来排我来排。。深度挖掘新深度挖掘新
闻细节闻细节，，全面剖析事实全面剖析事实
真相真相，，为您澄清谬误为您澄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加入我
们们，，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共同关共同关
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
题题。。

从陆续办起了老年学堂，到引入社会力

量、丰富基层教学资源，根据老年人学习需求

设置课程教学……近年来，从物质层面的老

有所养，到精神层面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我省老龄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

阶段，“在学习中养老”成为“银发一族”最热

衷的养老方式之一，而积极、健康的老龄化理

念也成功融入了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打造打造““老有所学老有所学””的幸福家园的幸福家园

8月 25日早上8时许，长春新区双德街

道吉大社区活动室里，陆续有老人背着太极

剑前来上课。“这个动作起身时要注意以臂

带身，慢慢地站起来，大家都试一下找找感

觉……”在老师的指引下，学生们有序热身、

学习动作、分组练习展示，师生配合默契，课

堂氛围极佳。

“这是我们吉大社区老年大学课程中的

太极剑课，很受老年居民欢迎。”社区工作人

员李超向记者介绍，吉大社区成立于2013年，

辖区面积2平方公里，共有居民楼41栋，有居

民2712户、4826人，老年人居多，占比在一半

以上。社区在开展工作时，了解到居民有老

年教育的需求，于是在2019年9月成立了社

区“老年大学”，为辖区居民开办了生活类、健

康类、科技类、艺术类4大类17门课程，中式

面点、西式烘焙、茶艺、插花、中医理疗、健康

讲座、太极拳、声乐、舞蹈、书法、模特、珠编、

国画、朗诵等课程深受居民欢迎，几年时间里

已开展各类课程千余节，累计参与居民上万

人次。

今年62岁的李益东是一位退休教师，离

开工作岗位后，她一时间无法适应老年生

活。“刚退休的时候挺失落，也不知道干点啥

好，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无所事事，半年时间

我胖到了158斤，血脂、血糖等各项指标也都

不太好。”于是李益东下定决心要做出改变。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得知社区有舞蹈老师来

给舞蹈队上课，她果断报名参加课程。

2021年5月8日，这是李益东直到现在都

记忆犹新的日子。从那天起，她加入了吉大

社区五月花舞蹈队，每周到社区上两节舞蹈

课，每天都要坚持练舞。“没多久我体重就降

到128斤，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恢复正常

了，拿到检查单那天我特别高兴，回家的路上

就忍不住和舞蹈队的姐妹分享这个好消息。”

参加舞蹈队3年，在专业舞蹈老师的指导

下李益东已经学会了扇子舞、伞舞、民族舞、

团扇舞等多支舞蹈，并多次带舞蹈队参加区

级、市级组织的线上、线下文体活动，广受赞

誉。“给我们上课的是吉林开放大学的老师，

现在教的是古典舞，老师会讲很多舞蹈的基

本功，把基本功学会了跳别的舞自然也就跳

得好，所以特别受欢迎。每次开课人都很多，

教室都有点放不下，大家就分组练习、展示。”

由于经常登台表演，李益东发现自己和

队员都不太会化妆，于是她找到社区，希望

能学习化妆进一步提升表演效果。居民有

需求，社区很重视，立即联系专业老师来上

了几堂专业的美妆课，为居民详细讲解如何

利用化妆放大自己的面部优势，化出适合自

己的妆容。

从那之后，五月花舞蹈队再外出表演时，

队员们都盛装打扮，展现最美的自己。李益

东骄傲地说：“我们现在都会粘睫毛了！再也

不用羡慕别的舞蹈队了。”

现在，李益东每天都过得十分充实，除了

学习舞蹈外，她还在社区上声乐、珠编、插花、

诗朗诵等课程，她不仅气色好、人精神，心态

更是积极又乐观。

为舞蹈课准备音响、服装、道具，为摄影

课准备打光设备、布置场地，为古筝课准备多

架古筝……记者看到吉大社区的各个活动室

都被充分利用，环境温馨、整洁又舒适，让老

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课程指导。来

学习的老人年龄相仿又志同道合，大家互相

鼓励着一起进步，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乐享

晚年生活。

““点单点单””模式解决居民需求模式解决居民需求

“用手机拍照时，在‘设置’选项里可以选

择画面比例和拍摄模式，当你想把咱们全班

同学都拍到时，可以选‘全景拍摄’。”“摄影的

时候注意构图，大家可以把人物放到画面三

分之二处。”……位于长春市长春大街与原声

街交会处的老城区中央，桃源街道长源社区

的活动室很受周边居民的喜爱，常年不闲

着。最近，社区的智能手机应用课开班了，三

楼的活动室再次坐满了人，几十位老人认真

地跟随老师的讲解一步步操作手机。

“这课开得好，应该多开几轮，我们老年

人都有这需求。”之前，68岁的周绍海怎么也

想不到，退休之后自己会重回课堂，还越上越

起劲儿。“我还没退休的时候就买了智能手

机，但只会基本的接打电话和发微信，其余功

能都不会。以前看到别人拿手机拍出好看的

照片还做短视频，我很羡慕。后来跟社区说

了想学习的想法，社区很快就给安排了专业

老师来教我们。老师还领着我们外出实际操

作，上伊通河边上拍照，挨个讲解，我进步很

快，大家都说拍得好。”参加了8次手机应用课

后，他已经学会用手机下载软件、转发新闻资

讯、拍照、修图等操作。他说自己的下一个目

标是学会剪视频，“我特地新买了个大内存的

手机，照片和视频都存着。等以后走不动的

时候，再翻出来看看。”

“我们辖区的老年人学习热情非常高，接

受新鲜事物的劲头也很足，我们经常会收到

学习方面的诉求，智能手机应用只是其中的

一项，舞蹈、声乐、养生、按摩、书法、手工制作

等方面的需求也很多。只要居民有需求，我

们都尽可能满足。”长源社区党委书记刘婷

说，社区经过广泛征集，根据居民具体学习诉

求，引入社会力量，丰富教学资源，邀请高校

和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机构的专业老师

开展教育学堂，努力打造多元化、社交化的老

年生活圈，丰富辖区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红旗街道天宝社区，“点单式”的社区

教育模式也非常受欢迎。社区每年与吉林省

老年大学、长春市文联合作，开设书法、国画、

戏曲、摄影等课程，邀请专业老师、艺术家到

社区来上课。“我们的课程分入门课和进阶

课，零基础居民来了也一样学。而且开课前

会向居民广泛征集意见，并在群里发开课通

知，感兴趣的都可以报名。”社区党委书记于

佳立介绍，除了居民广泛喜爱的文艺类课程，

社区还根据辖区老年人对于运动健康方面的

需求，积极对接吉林省体育学院，开设老年运

动健身指导课程。“主要是讲一些基础的老年

运动知识，指导老年人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

运动、在运动中如何保护自己，也会教一些手

指操等适合他们的运动。现在老年人对于健

康非常重视，很多人想运动又怕受伤，所以这

个课程反响非常好。”于佳立说。

社区学堂为老年教育提质赋能社区学堂为老年教育提质赋能

“之前到省、市老年大学去上课，要走很

远的路，或是倒几趟车才能到。现在社区也

有老年课堂，在家门口就能学习这么多知识，

实在是太方便了！”在采访中，许多老年人都

表示，社区的“老年大学”和“老年学堂”项目

满足了更多老年人的学习需求，丰富了他们

的精神生活。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

人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达2.8亿，占总人口的19.8%。预计“十

四五”时期，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进入到中度

老龄化。与老龄化人口形势相对应的，是居

民对老年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

发展社区老年教育事业，不仅是应对人

口老龄化、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学习型社会

的长远之举，也是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

求、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促进老年人价值实

现的必然之策。目前，我省把老龄工作摆上

更加重要的位置，逐步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

给，支持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加强养老服务

类相关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推动高等学校

开展“老年课堂”试点，逐步壮大专兼职老年

教育师资队伍，以“学习型养老”的新思维撬

动老年教育发展新机遇，让老年人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此外，我省还充分挖掘全省各类老年教

育资源，加快构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鼓励相

关院校依托自身专业优势和丰富的教学资源

为老年教育提供社会服务，推动高等学校、职

业院校结合优质资源开发一批老年教育特色

课程，并依托“吉林老年学习在线”“长春全民

学习网”等数字化学习平台，加快打通老年教

育的“最后一公里”。

各基层街道社区也积极构建社区教育体

系，加强合作办学及教育资源共建共享，链接

教育共建单位，组建教育共建联盟，积极引入

各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社会组织以及医疗卫

生、环卫、消防、法律等多方资源，共同参与社

区教育活动，以此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注重实效的目的，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高质量的老年教育，以“老有所学、老

有所乐、老有所为”不断绘就最美“夕阳红”。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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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成为更需要全社会关注

的群体。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体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

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百姓的福

祉。作为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老年教育在

基层蓬勃发展，许多街道社区都开办了自己的“老年大学”

“老年课堂”。那么，这些“大学”和“课堂”办得如何？老人们

学得怎么样？记者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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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大社区为古筝课
准备多架古筝，方便居民
上课。

▶发展社区老年教
育事业，是满足老年人
多样化学习需求、提升
老年人生活品质、促进
老年人价值实现的必然
之策。

可以锻炼动手能力的手工类课程颇受老年人欢迎。

▶吉大社区组织开
设的美妆课程。

◀吉大社区老年大
学课程中的太极剑课，
很受老年居民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