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引入社会力量、丰富教学资源，福建省闽清县———

村里办乐龄学堂 老人有精神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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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资源
办起一所“大学”

总算盼到周四，钱远平吃

完早饭，换上干净的短袖衬衫，

就赶着“上学”去了。

钱远平要去的学校，是田

中村专为 60 岁以上老人办的
乐龄学堂。“村里老人有 600 多
名。年岁渐长，老人们越发觉得

要多了解新事物，学知识曾是

村里不少老人的共同心愿。”田

中村党总支书记钱跃铿介绍。

“切实补齐农村养老服务

短板，为老人办学校，我们也早

有此意。可钱从哪来、场所选

哪、谁来讲课，单靠自己很难解

决。”闽清县民政局养老服务和

福利慈善科科长黄斐斌坦言。

2022 年 6 月，福建省老年
事业促进会、省乡村振兴研究

会、省老年大学协会等单位联

合下发《关于开展乡村（社区）

“银杏乐龄学堂”试点建设的通

知》，下达专项资金、开展办学

指导、协调整合资源，试点开办

“银杏乐龄学堂”。结合福州市

“长者食堂+学堂”建设，乐龄学
堂成为闽清县的重点工作。

“办学校，资金是前提。”黄

斐斌介绍，依托“银杏乐龄学

堂”建设工作，闽清县每个乐龄

学堂可获得各级财政支持约 8
万元，“通过政府补贴一点、村

里自筹一点、社会慈善捐赠一

点、乡贤村民募集一点，解决资

金难题。”

村里有间幸福院，3 层楼
高，原是村幼儿园，闲置后被改

造为老人公共活动空间，去年

8 月，田中村“银杏乐龄学堂”
依托幸福院挂牌了。

钱远平从家出发，走到这

里只要 5 分钟。早上 7 点，学堂
内已经有了人。离上课还早，钱

远平到每间教室都转转，和“同

学”们打招呼。在这个专为老年

人开的学校里，他们习惯以“同

学”相称。这让钱远平感觉仿佛

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墙上，一份培养方案展示着

学校的管理方式。“一年两个学

期，每周固定上课 1次以上。”钱
跃铿也多了一个身份———乐龄

学堂的校长，负责学校的统一管

理。学堂同时配副校长两名，由

村里负责老年工作的村委和社

工组织负责人担任，分管学员召

集和课程组织工作。

教室外，就是长者食堂。每

次上完课，钱远平就在食堂用

餐。“活到老，学到老！谁能想到

73 岁了，我还能在家门口再上
学？”钱远平说。

按需授课
引入多方师资

刚听说村里办起乐龄学堂

时，钱远平很惊喜。可转念一

想，又有些忐忑。“一把年纪了，

再去上学，能不能听懂？”

“请问是钱远平老人的家

吗？”去年 7 月，在村干部的陪
同下，闽清县八方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刘丹丹来到钱

远平家中。

刘丹丹手上拿着一份入户

调研表，表上详细罗列了老人

年龄、学历、身体状况、家庭情

况、兴趣爱好、课程需求等多项

问题。家长里短间，表格被填得

满满的。

老年课程如何科学规划？闽

清县引入专业社工团队统筹课

程设计。“我们相当于乐龄学堂

的教务处。”刘丹丹介绍，课程合

不合适，了解是前提。对计划开

设乐龄学堂的村庄挨家挨户调

研后，刘丹丹发现，“年龄较小的

老人喜欢动手性较强的课程，高

龄老人则更关注养生。”

结合调研结果，一份详细

的培养方案诞生了。课表里，涵

盖公共课、专业课、民俗课三大

类近百项课程，并根据老人的

年龄、兴趣、文化程度，分班级、

分批次授课。

第一周学知识，第二周学

舞蹈，第三周讲防诈骗，第四周

学唱歌……教室墙上的课表，

村里老人手机里人手一份，课

程一直排到 6 月，每节课的内
容、上课时间、授课老师和报名

方式一一在列。

师资力量从哪来？“除了我

们自己的老师，还邀请县乡村三

级，来自司法、派出所、环保、乡

镇政府等单位人员共同参与公

共课程讲授，从教育、文旅、卫

生、老年大学、老体协、中小学和

幼儿园教师专业群体中聘请人

员讲授专业课程。”刘丹丹介绍，

他们同时在发掘和培养具有才

艺和专业技能的本地教师。

不久前，钱远平因为歌唱

得好，也被培养为一名歌唱老

师，教大家识谱、发声、换气。

“自己进步的同时，也把特长教

给别人，未来一个班就是一个

合唱团！”钱远平说。

目前，闽清县已培养发掘书

法、歌唱、乐器类乡土教师 15
人，“形成了教室里、广场上、田

野间等多空间授课的课程形式，

共 100多种课程。”黄斐斌说。

抢课盼学
精神面貌改变

铃声响，上课时间到，钱远

平抓紧回到教室。

“同学们，我们开始上课。”

廖青青是这堂《我们与环境》的

主讲老师。廖青青在讲台前站

定，清点人数、组织签到，正规

上课的流程一个不少。

打开投影仪，廖青青放起

一段视频。音乐响起，老人们起

身站到座位旁，踏着节奏，熟练

地做起了拍手操。这是乐龄学

堂每节课前的固定项目。

65 岁的黄美玉也在其中，
这是她课堂上最喜欢的环节。

“每次动一动，感觉四肢灵活不

少。”黄美玉说。

“同学们，你们见过什么美

景？”拍手操后，今天的课程正

式开始。投影仪上，几张图片引

出今天的授课内容。“老人注意

力不易集中，我们想方设法调

动其积极性。”短短一小时，廖

青青通过环境差异明显的图

片、视频，唤起老人们的环保意

识。课程每隔几分钟，就会安排

一个互动环节。

最初几节课，黄美玉还有

些腼腆。几节课上完，黄美玉抢

着找校长报名。问她为啥，黄美

玉指着教室书架上的学生作

业，第二层放着的就是她的折

纸作品。一次折纸课后，黄美玉

将自己折的千纸鹤带回去给小

孙女看。“孙女缠着我教她，还

一个劲地夸奶奶厉害。”

“周一报名，课要抢，周四

上课，天天盼。”黄美玉说，“有

时候在田里忙着，怕上课迟到，

衣服也来不及换就奔过来。”

村里老人的变化，钱跃铿

感受最深。看着黄美玉一天天

开朗起来，钱跃铿竖起大拇指：

“以前老人在家没事干，吃完饭

就往门口一坐，想去学点唱歌、

跳舞，又不知道找谁。如今，周

周都有盼头，大家在一起上课，

既开心，又能学知识。更重要的

是，村子精神面貌都有明显改

变。”黄美玉在一旁插话：“环保

课上完，我们垃圾不乱丢，连村

庄面貌也变好了！”

“接下来，闽清县将通过增

设‘银杏乐龄学堂’办学点、扩

大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覆盖范围

等一系列举措，增强农村老年

教育供给能力，满足多层次、多

样化养老服务需求，不断提升

闽清老年人幸福指数。”闽清县

民政局局长黄庚说。

（据 《人民日报 》）

讲台、桌椅、投影、课表，位于福建省闽清县白中镇田中村的这间教室，布置与寻常

教室并无不同。只不过，教室里坐的不是一群中小学生，而是 20多名60岁以上

的老人。

村民钱远平一笔一画在签到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找座位坐下。很快，年轻的社工老

师开始讲课。之前，73岁的钱远平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重回课堂，还越上越带劲。

这是闽清县“银杏乐龄学堂”课堂上的一幕。为了让更多老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2022

年6月，福建开展乡村（社区）“银杏乐龄学堂”建设，闽清县列入首批试点。一年来，闽清整合

多方资源，引入社会力量，一个个乐龄学堂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据统计，全县已有乐龄学堂8

家，开展教学46场，惠及老人1069名。

乐龄学堂办得如何，老人们学得怎么样？近日，记者来到福建省闽清县，一探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