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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农村地区老年教育是乡村振
兴必不可少的部分，重视发展农
村地区老年教育，改善教育民生，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长
期以来，农村地区老年教育基础
薄弱，场地设施、师资力量等资源
供给不足，想学习而无处学习的
农村老年人不在少数。在老有所
学行动中，安庆市积极扩大农村
地区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填补空
白，构建完善服务体系，推动农村
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城乡老年教育失衡破题

怀宁县洪铺镇洪镇街道社区
今年77岁的何希研，做了一辈子
的兽医，爱了一辈子的二胡。20
多岁时，当地一名小学教师寄宿
在他的家中，悠悠岁月以二胡为
伴，一曲《良宵》让何希研从此爱
上了二胡。

不久后，何希研自己挣钱，买
了人生的第一把二胡，开始自学。
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为家庭奔
波，直到60岁退休，他才有了充足
时间去练习。这些年，他和当地爱
好二胡的老年人常常聚在一起练
习，也去一些地方进行表演。

多年自学，何希研从没接受
过正规的二胡学习。他想过去县
老年大学学习，但因为路程较远，
他独自来去很不方便。一个多月
前，镇文化站找到他，告诉他家门
口也要办老年学校了，询问他的
意愿。何希研激动不已，当时就
报了二胡班和黄梅戏班，现在就
盼着早点开学。

“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随
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以及
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老年人接
受再教育的需求日益旺盛。在终
身学习的时代，受教育不只是青少
年的事，老年教育成为终身教育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城市，农
村地区老年教育基础尤为薄弱，像
何希研一样，想学习而无处学习的
农村老年人不在少数。

桐城市自2008年开始在全市
15个乡镇（街道）推开老年学校建
设，现在已经实现全面覆盖。在
2018年之前，村级老年教育几乎
是空白，近年来，部分村居老年教
学点相继建成。

桐城市金神镇老年学校校长
徐上质告诉记者，镇老年学校
2008年正式建立，当年他从镇中
心学校退休之后就在老年学校工
作。校址三度搬迁，最终搬到现
在镇文化站。现有老年学员 168
人、教职工 12 人，教师都是兼职
的，授课有报酬，职工则没有报
酬，都是凭着情怀在干事。

位于金神镇最北部的草原村
教学点，是该镇3个村居教学点之
一，每月安排至少2期教学。因为
师资力量有限，教学多为视频形
式，课程以思想教育、老年健康、
戏曲唱段等为主，尚未形成固定

教学课程。
安庆市老年大学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2021年底，全市老年教育
在校学员人数不到2万人，其中安
庆市老年大学及各县（市、区）老
年大学占比超过60%。除部分县
（市、区）的乡镇、村居老年教育有
一定基础外，大部分乡镇、村居老
年教育几乎是空白。

今年6月，安庆市启动实施10
项暖民心行动，其中包括老有所
学行动。按照目标任务，到2025
年，全市参与学习教育活动的老
年人要达到33.9万人左右，占常住
老年人口 30%以上，覆盖市、县
（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
四级老年教育体系的服务网络基
本建成。

“市、县两级老年大学已经拥
有较为完善的老年教育体系，超
过 30 万人的增量主体还是在乡
镇、村居两级，这几年将会重点填
补空白，让更多农村地区老年人
老有所学，最大限度消除城乡老
年教育失衡问题也是此次老有所
学行动的题中之义。”安庆市老年
大学相关负责人汪里说。

资源供给打通“最后
一公里”

长期以来，农村地区老年教育
基础薄弱的原因在于场地设施、师
资力量等资源供给不足，以及思想
观念约束等。农村地区基础条件
不同于城市，老年教育也不同于基
础教育。现阶段，发展农村地区老
年教育，充分依托乡村现有教育方
面条件解决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问
题，是较为可行的路径。

根据《安庆市老有所学行动
实施方案》，我市将在现有老年教
育资源的基础之上，盘活现有办
公用房、中职学校、中小学校舍、
文化馆（站）、老年活动中心、党群
服务中心等各类存量设施资源，

改扩建为老年学校办学场所。
老有所学行动启动实施后，

怀宁县20个乡镇依托乡镇文化站
或政府驻地村居党群服务中心场
地，建设乡镇老年学校，村居则依
托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学习中心
（教学点）。

洪铺镇组织委员江坤，现在
兼任镇老年学校常务副校长。江
坤介绍，此前他们曾对6个场地进
行综合比较，综合考虑面积、位
置、交通等条件，最终确定将政府
驻地洪镇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的底层闲置房屋利用起来，进行
装修并添置设备，作为镇、社区一
体的老年学校，计划开设 6 个专
业、8个班。

“这个是黄梅戏班教室，这个
是书画班，这个是舞蹈班和运动
健身班，这个是多功能娱乐室
……”7月28日，在怀宁县月山镇
文化站，站长李心正一边走一边
介绍，他现在多了一个身份——
镇老年学校常务副校长。在此办
学多年的一家艺术培训中心的各
个教室门上，现在多了镇老年学
校的教室门牌。

李心正介绍，镇老年学校借
用这家艺术培训中心的场地办
学，也有部分师资力量来自培训
中心。老年学校开设 6 大专业 9
小专业，一共9个班，计划招生500
人。镇老年学校平时上课，培训
中心周末上课，相互不会影响。
这里的展厅、多功能大厅、图书
室、活动室、电子阅览室等可以共
享。老年学校民族舞班经过预报
名已经开始提前教学，学员们准
备参加县黄梅戏广场舞展演，这
阵子一直在这里排练。

今年秋季，怀宁县20个乡镇
老年学校将正式开班教学，村居
学习中心均已挂牌，有条件的学
习中心也将同步开班，和所在乡
镇老年学校进行联合互动教学。

宿松县高岭乡今年7月依托

乡文化站建起了乡老年学校，所
辖7个村依托养老工作站、文化活
动室、党小组活动室等同步建起
了分校（教学点），将闲置房屋利
用了起来。高岭乡老年学校基于
乡敬老院老年人的学习意愿，建
立了乡敬老院分校，为出行不便
的老人们送教上门，满足老年人
的学习需求，充实精神生活。

桐城市在15个乡镇（街道）老
年学校建设的基础上，老年教育资
源还将进一步向村级延伸，实现全
市村居老年教学点全面覆盖，增班
扩容，并细化、优化课程内容，让更
多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学。

到 2025 年，安庆市除各县
（市、区）老年大学学员数量达到
1500人左右外，乡镇（街道）老年
学校和村（社区）老年教学点也将
分别达到500人左右、100人左右
学员规模。

将快乐真正送进老
年人心坎里

金神镇老年学校建立之初，
徐上质就在四处打听，为找寻授
课老师奔波着。当时授课老师没
有报酬，全凭他去做思想工作。

“找的老师要有一技之长，还
要有对老年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
……当时农村没有老年教育的氛
围，老年人的学习意识还不强，学
员也招不齐。后来慢慢形成了固
定上课模式，许多老年人开始愿
意来学习，真正从学习中收获了
快乐。”徐上质说。

如今，75岁高龄的徐上质，还
在为老年教育事业操劳着。自上
而下全面实施的老有所学行动，
令徐上质十分感慨：“农村老年教
育迎来了好时代！”

接下来的几年，安庆市将着
力建设一支符合老年学校办学需
求、相对稳定、以兼职教师为主体
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依托高校和
市级老年大学创建老年教育教师
培训基地，加强老年教育教师培
训，并建立完善老年学校管理人
员聘用制度。

各级各类学校、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单位职工
在符合规定、不影响本职工作的
前提下，高校艺体医学类学生在
不影响学业的前提下，到老年学
校兼职任教、实习等，也将获得积
极支持。

一个多月前，洪铺镇中心学
校老师杨丽霞经过推荐，成为洪
铺镇老年学校音乐教师之一。音
乐课程暂时没有教材，杨丽霞已
经着手为秋季镇老年学校开学备
课。“中心学校积极配合老年教育
工作，对我兼职任教也是十分支
持，两边的课程并不会冲突。”杨
丽霞说。

为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安庆
市老有所学行动实施方案》要求，
要按照老年教育课程指南，遴选、
整合、开发一批通用课程、特色课
程，并充分挖掘本地教育资源，开
发建设一批体现市、县特色的精
品课程和优秀教材。

今年4月，怀宁县老年大学根
据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坚持多实
践、重体验的原则，组织本县专
家、教师、非遗传承人等，开始编
写图文并茂的老年通用教材。

怀宁县老年大学校长王春说：
“目前，《黄梅戏艺术》《跟着唐诗走
遍中国》《孔雀东南飞/小吏港民
歌》等特色精品课程教材基本编写
完成，今年秋季开学即印发全县作
为新学期老年教育教材。除此之
外，剪纸、书法、二胡等教材也在编
写之中，逐步实现所有专业都有教
材，我们也支持各乡镇老年学校编
写自己的特色教材。”

“我们也在充分挖掘‘六尺
巷’‘桐城歌’‘裁襟励子’等桐城
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等地方教育
资源，开发建设一批优质课程和
教材。”桐城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疏静说。

桐城市大关镇老年学校常务
副校长余宏龙认为，农村老年学校
要持续发展，还要在教学方面因地
制宜、因材施教，坚持特色办学、彰
显魅力。应根据实际开设农村老
年人喜爱的、有实用价值的且学得
了的科目，如广场舞、营养保健、种
植养殖、智能手机使用等。课堂教
学之外，“第二课堂”可能更能吸引
老年人积极参与，可以组建各类团
体、表演队等，经常走出去演出、比
赛、交流、观光、采风等，老年人会
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2025年全市四级老年教育体系服务网络基本建成

农村老年人同享“银龄学堂”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本报讯 今年来，安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开展“互联网+公积金服务”，提前完成国
务院要求的公积金“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贷
款等信息查询”“出具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
存使用证明”“正常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住房公积金单
位及个人缴存信息变更”“购房提取住房公积
金”“开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还清
证明”“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8个“跨
省通办”事项，实现全程网办。完成全国住
房公积金小程序异地接入业务上线工作。线
下业务“就近办”，线上业务“随时办”，推进“窗
口、网上、掌上”三端融合，创新“智能办”步入

“零材料”时代。
在窗口推行“综合柜员制”，全面实行“一

站式”服务，进一步优化贷款流程。贷款平均
放款时间（从受理到放款，含落实抵押）缩短到
5.18天，远低于政策规定的15个工作日、承诺的
9个工作日，工作时效在全省名列前茅。

截至6月底，安庆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
户数为27.91万户，累计缴存452.78亿元，累计
提取305.76亿元，缴存余额147.02亿元，累计发
放贷款12.37万笔，贷款总额266.31亿元，贷款
余额120.33亿元。 （通讯员 吴靓）

安庆市“数据赋能”

助推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高士镇中心卫生
院立足于“强中医、惠民生、简便廉”的中医药
发展思路，不断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突出特
色诊疗服务，建立了中医馆。

该院重视学科建设，包括中医内科、中医
针灸推拿科、现代康复医学科、中医骨伤科人
才培养，现有从事中医服务的临床医生11名，
全部实现了中医全科医生培训。中医馆日平
均接诊患者50余人，诊疗服务包括针灸、推拿、
传统复位、现代康复等。既满足民众对中医药
的需求，也有效地减少了当地村民出外就医的
不便，破解了广大村民看病难、看病贵的实际
问题，惠及群众近8万人。 （通讯员 檀敏）

高士镇：

有序完善中医药体系建设

本报讯 支持起诉作为检察机关一项基
础性的民事检察职能，旨在通过民事支持起
诉，排除弱势群体合法行使诉讼权利的各种阻
碍，发挥民事诉讼解决矛盾纷争、促进依法维
权的作用。近日，迎江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
起支持起诉涉未成年人抚养费纠纷案。

大飞（化名）和丽丽（化名）婚后生育一子
小明（化名），双方协议离婚后约定小明的抚养
权及监护权归丽丽，抚养费由大飞每月付800
元直至小明18岁，但自2020年5月起，大飞未
按约定继续支付抚养费，由此产生纠纷。

区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对诉讼请求和理由
进行审查，认为大飞拒不履行对未成年子女抚
养义务的行为违反了《民法典》相关规定，侵害
了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本着最有利于未成
年人的原则，该院依法支持起诉，法院判决被
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抚养费 2 万余元，且自
2022年7月起每月支付原告抚养费800元，至
原告18周岁止。 （通讯员 张芳）

迎江检察院：依法支持起诉

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金神镇老年学校电子琴老师正在为学员授课。 通讯员 孙文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