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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正从单纯“养老”向“享老”转型

“教育惠老”受欢迎
本报记者 郭丽君 李若晨

为行动不便的老党员

“上门送学”带来最新党课，

在琴棋书画中让老年人陶

冶情操，为老年人科普新媒

体，增强其对智能手机的掌

握……“活到老，学到老”，

对于不少老人来说，除了物

质生活，也需要精神层面的

关怀。近日，中仓街道、通

运街道、潞邑街道等多个街

道以多样形式实现“教育惠

老”，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

有所乐。

中仓街道：为老党员“上门送学”

上午9点半，中仓街道西上园社区第二党支部书记
王亚军带着支部的“上门送学”小团队已经走访了两户
老党员。这天是第二党支部每月一次的“送学日”。

今年 86 岁的李景云是此次送学的第三户。“李师
傅！”“来啦！进来坐！”敲开房门，他早已经等候在门
口，热情迎接。送学上门，也是送服务上门，换灯泡、理
发，一番收拾后，众人坐定，王亚军拿出携带的《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北京支部生活》《共产党应知的党
员小故事》等杂志和书籍，开始给李景云朗读。“上回念
的是第十二条，这回咱们念第十三条……”小册子上标
注着每位老人上个月学习到的部分，以便下次继续学
习。老人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现在心脏不好，基本不出门，出门也走不了多
远，跟外界的接触主要就是手机、电视。我是40多年的
老党员了，以前是第二党支部支委，身体好的时候党支
部组织的各种讲座、活动一个不落，现在去不了了，但
有他们每个月过来，我能对党的最新政策方针、时事热
点及时了解。”李景云说。

86岁的张秀盈党龄已经50年，同样每月期盼“送学
日”。虽然耳朵有些听不清，但仍仔细听着王亚军念的条
例内容。“我自己看的话眼睛不成了，没5分钟就串行。”

“上门送学”源于老党员的真实需求。“有一次我出
门碰到一位老党员，跟我说特别想参加‘每月一课’的
党日学习活动，但是年纪大了行动不便，觉得很可惜，
我当时就琢磨可以开展一种上门活动，满足这些老人
的精神需求。”王亚军说。西上园社区第二党支部共83
名党员，通过调查摸排，王亚军发现其中共有 6户 7位
老人有这样的需求，但行动不便，于是成立了专门的

“上门送学”小组。6位小组成员同在一个名为“家庭党
课”的微信群里，每月与老人协调时间，登门送学。从
2019年开展以来，每月一次，风雨无阻。

“‘走’只是一种形式，‘访’的内容才是关键。入户
时，我们也会多了解老党员最近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
困难和问题，比如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帮忙修修家
电、理理发，实实在在做点事，这些老人很需要我们。”
王亚军说。

潞邑街道：摸排老人需求定向开课

“教育惠老”的理念也在潞邑街道践行着。今年下
半年，潞邑街道老年大学开课了，课程涵盖智能手机摄
影摄像、民族舞、太极、国画四项内容，为老年人带来精
彩的业余生活。

清晨，运河文化广场牌楼前聚集了十来位老人。
在班主任曹丽娜和摄影老师黎振平的带领下，他们即
将开始今天的户外手机摄影课。“摄影是一种用光的
艺术，我给大家展示一张，看它的光影，您猜是在哪拍
的？”黎振平展示自己手机里的一张照片，一朵含苞待
放的小粉花在光影映衬下主体清晰，颇具美感。“您回
头，这张就是在这拍的！”老人们转过身，看到小花坛中
几簇粉色小花，不由发出赞叹。“啊？就在这儿拍的？”

“拍得太好了，跟变魔术似的！”老师随即讲解起来，“这
个得用‘人像’模式逆光拍，您看这小太阳了吗？稍微
往下拉点……”他在自己手机屏幕上给大家做起示范，
老人们围拢过来，举着手机研究如何拍出同款照片。“老
师，您看我这拍得还行吧？”“您这有点大了，往小了缩
缩……”学员们当场交作业，纷纷请老师点评。

今年 81 岁的张奶奶刚上课时还不太会操作智能
手机，几节课下来，已经可以熟练地用手机拍照了。牌
楼、花朵、红叶、绿树，张奶奶跟着老师和同学们捕捉公园
里的一处处风景。“以前喜欢跳舞，现在年纪大了，跳不动
了，手机摄影正合适，还实用，以后去哪玩都能拍照片。”

“给老年人上课不能光讲理论，听着枯燥，天气好
的话我就会带大家去公园里实地拍摄。后面还打算教
他们拍短视频，现在不是流行嘛，好多老人想学，包括
小视频的运镜、制作剪辑等，排好课，学起来。”黎振平
说。课程即将结束，他又为老人们拍摄了单独的人像照
片和集体合影。“时间过得好快啊！”“逆光拍摄真的挺神
奇的。”老人们交流起上课收获意犹未尽。

此次老年大学课程共配置了两名班主任，曹丽娜
便是其中之一。从前期的协调组织到现场签到、跟进
课程，曹丽娜均参与其中。“每次上完课老人们都特别
开心，很多人平时在家闲着也没什么事，来上课既丰富
生活也能认识新朋友，学点新技能。”

潞邑街道党群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潞邑街道
第二次开展老年大学
课程，区别于2023年3
月 开 设 的 第 一 期 课
程，这次他们提前摸
排老人意向，根据需
求精准开课。问卷统
计显示，最受欢迎的
前三类课程分别是体
育舞蹈、书法绘画、科
普综合。根据老人意
向，党群办又在这三
大类里细分课程，面
向各个社区开展预报
名，根据结果最终确
定开设太极、国画、民
族舞、智能手机摄影
摄 像 及 处 理 四 门 课
程。为保证上课质量
和老年人体验，每门
课程人数均控制在 20
人以内，并邀请专业
教师授课。

通运街道：银龄课堂让“养老”变“享老”

每个周末，通运街道银龄课堂的绘画班就热闹起
来，画纸、画笔、颜料一字排开。“中国画技法要求画者胸
有成竹一气呵成，将墨、色、水、笔融于一体，巧妙结合，
重在蕴意依势行笔。果实错落有致、枝条粗细有别、落
笔位置恰到好处……”授课老师认真讲解今天绘画主题
的画法和用色，不断提示细节。

老年学员热情洋溢，聚精会神地聆听老师讲解，不
时提出疑问。在画纸前，或蹙眉沉思，精心布局；或轻松
写意，挥洒自如。年过六旬的祁玲正专注绘制一幅花
鸟图。她以细腻的笔触勾勒花瓣轮廓，眼神中满是对
作品的期待。她感慨：“年轻时我就对绘画充满热情，
但遗憾未能深入学习。如今，社区老年大学圆了我的
梦想，让我重拾画笔。”祁阿姨说，正是银龄课堂让热爱
生活的老龄群体相聚一堂，在“家门口”实现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
提升，许多老年人已不再局限于“老有所养”的基本需
求，而是热切追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充实晚
年。老年教育正悄然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必需品。然
而，面对老年群体高涨的学习热情，市场上现有的老年
教育服务却有些捉襟见肘，老年大学往往一座难求。

为破解这一困境，2024年以来，通州区老年大学通
运分校聚焦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陆续开
展丰富多样的书法、绘画、象棋等课程，满足辖区老年人
的学习需求，让他们得以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免费探索
新知、掌握技能，为老年人丰富生活、陶冶情操、促进健
康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与平台，切实打通老年教育“最后
一公里”。

“没想到零基础的我现在也能挥毫泼墨了。”在书法
班学习近五个月的贾广全老人感慨，这里的课程他一次
都没落下，“能在这个年纪上学培养兴趣爱好，可得珍惜
机会。”他用“满腔热血”来形容自己当前的学习状态。
自从加入书法班，他每天练习书法至少两个小时，从最
初的握笔手抖，到现在的运笔自如，熟练地写对联、写
扇面，他的学习热情被点燃，不仅为自己设定了新年为
社区居民写春联的目标，更享受每一次练习书法带来
的快乐。

谈及银龄课堂日益扩大的吸引力，通运街道工作人
员说，这离不开无私奉献的老师们。给老人上课有技
巧，比如授课时要尽量避免专业术语，更注重实际操作，
针对老年学员特点，坚持每节课程围绕一个明确主题展
开，且确保内容的独立性，学员即使偶尔缺席，也能轻松
跟上后续课程。

“银龄课堂的讲师集聚了文化特派员、非遗传承人、
成校教师等多元力量和社会资源。同时，在课程分配
上，因地制宜，分配相关学习资源，助力老年群体老有所
学，推进精神共富。”通运街道负责人表示，银龄课堂不
仅为老年人提供了“家门口”的快乐学习，还培养了一批
热心公益的居民骨干。这些老年学员在社区志愿服务
和文化活动中积极奉献，成为一支推动社区基层治理
不可或缺的力量。下一步，通运街道将继续发挥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邻家邻”品牌效能，进一步优化老年大
学课程设置，充分满足辖区老年人在业余时间提升自
我、拓展新知的需求。同时，通过老年大学搭建邻里
互益互助平台，让辖区的老年人们相互熟识，营造“通
运一家人”的温馨邻里氛围，不断提高辖区老年人的生
活品质和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