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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信息

△宿松县“三学联动”新模式推深做实“老有所学”。丰

富形式促学。研究制定“老有所学”行动方案实施细则，完善理

论讲解、参加重要会议活动、阅读重要文件、参观考察等系列学

习制度。成立“银辉学习班”，坚持“线上+线下”双送学、“学

习+活动”两结合，开设书法、音乐、诗词、太极、历史等 13 门

课程，目前在班人数达 489 人，累计集中授课 16 次、举办各类成

果展 12 场。银辉力量助学。建立“银辉人才库”，采取自愿报

名、组织推荐、择优评聘的方式，吸纳 29 名优秀老干部担任县老

年大学兼职教师，聚力打造“银辉讲坛”党建品牌。联合县老年

大学、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诗词楹联学会、乡贤研究会等群体组

织，组建“银辉助学队”，开展宣传宣讲 20 余场次、科技培训

20 余场次、技术指导 80 余次，服务老年群众 8000 余人次。搭建

平台比学。依托“宿松党建”微信公众号、“老干部微信工作群”、

“学习强国”平台等传播载体，广泛开展网上读书会和网上知识

竞赛。今年以来，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党史百问百答”等知

识竞赛 4 次，评选“学习达人”48 人，评选老年学习示范社区、

示范党支部 8 个。组织老年人参与全县重点项目参观考察、“建

言二十大”专题调研座谈会、“我看建党百年新成就”专题访谈

等特色活动 14 次，引导老年人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宿松县委组织部）

△大观区“老有所学”暖民心 在行动。聚焦“学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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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服务保障。出台行动方案，成立工作专班，盘活办公用房、

中职学校、中小学校舍、文化馆（站）、老年活动中心、党群服

务中心等存量设施资源，改扩建成老年学校办学场所。建立健全

老年教育工作者队伍，完善事责权相适应、多元主体投入的经费

保障机制，修订老年学校管理人员聘用管理制度，通过定期考核、

不定期培训与指导、课题研讨、观摩互学等方式，强化专兼职教

师教学培训，提升教学服务质量。区老年大学聘请教师 47 人，9

名进入安庆市 63 岁以下兼职教师库。聚焦“学得好”，优化形

式内容。依托老年大学、乡村夜校、治理学院等平台，结合老年

人自主选修，量身定制授课“菜单”。区老年大学先后开设声乐、

舞蹈、拉丁舞、时装秀、书画等 28 门专业课程。坚持需求导向，

开设黄梅戏唱腔、黄梅戏表演、手机摄影等课程教学班 80 余个，

充分满足老年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菱湖街道老年学校获评“省级

示范学校”称号。村（社区）党组织成立红领“背包”小分队 21

支，依托楼栋党小组、党员志愿服务队，提供“送教上门”“理

论宣讲”等服务；为外地流动老党员邮寄党史学习教育书本资料，

实行“三会一课”网上连线，确保老年党员思想不掉队、组织不

断线、学习不断档。聚焦“用得上”，展现银龄风采。通过群众

推荐、发布招募、登门拜访等方式，将一批身体素质好、基层经

验丰富、群众威望高、热心居民服务的老年人“请出来”，在社

区“亮身份”“作贡献”。开展“老书记谈党建”“老党员讲党

的故事”等活动，开设“草根课堂”，邀请 25 名老党员讲党课，

展示“银龄人才”风采。打造“同心为民服务队”6 支、“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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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老党员服务队 25 支，助力社区文明创建、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等 2000 余次。选派 1 名退出领导岗位老党员到南埂村担任乡

村振兴指导员，实现退职退岗不褪色。（大观区委组织部）

△宜秀区聚焦特色 打造“老有所学”“乐活阵地”。强化

组织推动，建强教学阵地。组建区老有所学行动工作专班和 6 个

乡镇（街）行动专班，制定专项行动方案，筹划扩建区老年大学，

通过改建、扩容、新设、网办等多种渠道统筹谋划拓展办学空间

场所，加快完善城乡社区老年教育网络，新增乡镇（街）老年学

校 6 个，成立社区老年大学教学点 1 个，实现 60 个行政村老年教

学点全覆盖，构建老年人“15 分钟学习圈”。挖掘本土文化，打

造学习课程。推行一张宣传单、一份分布图、一套课程表、一组

学习照、一批成果册“五个一”做法，及时响应老年人需求，突

出老年大学课程政治性、科学性、趣味性和实效性。邀请本地老

师傅，开设胡氏龙灯编扎技艺班，将传承省级非遗文化和“老有

所学”相结合；在严凤英故居设立老年大学户外教学点，邀请辖

区内黄梅戏演员驻点指导，让老年人了解戏曲文化。全区结合地

方资源共设置类似特色课程 17 项，极大丰富了老年群体精神文化

生活。引入社会资源，提升办学质量。推广大桥街道芭茅巷社区

“12365”办学模式，引入卓尔社工等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老年学校

（教学点）管理，依托专业社工、志愿者队伍，促进社区、社会

组织、联系单位三方合作，推行“学员点单-教学点派单-教师接

单-群众点评”的服务模式，探索开设益老健康、益老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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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一日游等多个学习项目，推进社会化资源向老年大学注入，

打造特色的老年教育服务品牌。（宜秀区委组织部）

市外参考

△裕安区让老有所学成为一道“最美风景线”。近年来，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多举措扎实推进基层老年教育健康快速发

展，让“老有所学”成为一道“最美风景线”。构建教育网络。

打造裕安区老年教育“龙头”——裕安区老年大学，开设 70 个教

学班，教学设备先进，在校人数达到 1350 人，设置书画、摄影、

舞蹈、器乐、太极、瑜伽、京剧等 17 个专业。同时，裕安区老年

大学积极带动乡镇（街）老年学校发展，目前各乡镇（街）共办

老年学校 22 所，联合教育部门办老年教育分校 18 所，私人办学

1 所，达到了乡镇（街）老年学校全覆盖。另外，不断巩固村（社

区）老年学校建设，目前，村办老年学校 261 所，社区办老年学

校 26 所。据统计，裕安区拥有省级示范校 2 所，市级示范校 4

所，区级村示范校 44 所，经常性参加学习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达

3.64 万人。完善保障机制。裕安区委、区政府出台文件，明确老

年教育所需办学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而逐年增加，确保办学经费保障到位。加大乡镇（街）老年学

校建设。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加强与裕安区教体局协调，力争把

闲置的校舍建成老年学校。目前，独山镇老年教育分校已迁至原

沙岗店小学，青山乡老年教育分校迁至原红桥小学。另外，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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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争取将苏埠镇老年学校迁至原苏埠中学的部分校舍，将新安

镇老年学校迁至原赵园小学。选聘优质教师。针对基层老年学校

缺少教师、现有教师的教学水平不高等状况，裕安区积极探索以

乡镇（街）为单位，统一选聘教师，实行乡镇（街）、村（社区）

共用，资源共享，形成乡（村）联动格局。同时，积极抓好教师

的培训和教学教研及交流工作，不断开阔视野，更新知识，提升

教学能力和水平。裕安区老年大学定期组织送教下乡活动，指导

乡镇（街）老年学校的教学工作。加大社团建设。裕安区根据老

年学员所需科学设置课程，在开辟好室内综合班教学课堂、室外

专业班活动课堂的基础上，积极成立艺术团，丰富老年学员的文

化生活。近期，新安镇老年学校成立淠西明珠艺术团，固镇镇老

年学校成立天歌艺术团，加上原有的苏埠镇老年学校艺术团、江

家店镇老年学校艺术团、狮子岗乡继发老年学校艺术团，裕安区

已有 5 个老年学校成立艺术团。裕安区老教委为鼓励扶持艺术团

发展，给予已成立的每个团体每年 3000 元活动经费，并下派指导

老师给予扶持，引导其健康发展。如今，5 个老年学校艺术团已

经成为当地“当仁不让”的明星艺术团。

报：省委组织部，本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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