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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退休休了了再再读读大大学学成成新新时时尚尚
泰安市老年大学开门办学，把老年教育办到家门口

目前，泰安市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共
有99 . 14万人，占总人
口比例达到17 . 6%，老
年人精神文化需求与
日俱增，对于泰安市
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提
出了更高要求。

文化立校

推动内涵发展

“丹青翰墨抒胸臆,拳剑诗歌
冶性情。”泰安市老年大学坚持
以文化建设为抓手，推动教学向
课外、校外、社会“三个维度”延
伸，不断深化老年教育的内涵建
设。

记者了解到，学校注重从老

年人特点和需求出发，建设多层
次、多元化的课程体系。目前共
开设了生活、保健、书法、绘画、
文学、外语、计算机摄影、民俗手
工艺、声乐、器乐、戏曲、舞蹈、表
演等13个系部，46个专业，120个
教学班，在校学员4000余人。开
办的课程涵盖了与老年人息息
相关的养生保健、文化艺术、生
活技能等各个方面。

泰安市老年大学常务副校
长苏宝菊向记者介绍，近年来，
每逢重要节日和纪念日，学校均
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联欢晚会
等主题活动；先后组织学员赴江
西婺源、河南万仙山、山西五台
山、贵州山区等地开展校外采风
活动20余次；举办“华东六省一
市”老年大学摄影协会联谊会、
赴友好学校交流、参观教学基地
等对外联谊活动10余次，丰富多
彩的活动将“健康、快乐、有为”

的校园文化传播到每一个角落，
让学员在“学、乐、为”之中颐养
身心、实现了自身价值。

平时的校园，欢歌笑语、音
乐悠扬，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来到
这里接受文化的滋养与熏陶，他
们或修身养性，用知识与文化充
实晚年生活；或朝花夕拾，实现
年轻时未竟的梦想；或余热生
辉，把满怀的热情与能量反馈给
社会，广大老年学员在这里收获
了归属感、荣誉感和幸福感，实
现了“迈进校园就年轻”的美好
愿望。

开门办学

广泛惠及民生

泰安市老年大学副校长陈
明向记者介绍，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学校在山东省率先提出“建
设没有围墙的老年大学”的办学

理念，按照“资源共享、面向基
层、普惠共赢”的思路，不断将办
学根系延伸到城乡社区、把老年
教育办到老年人“家门口”，努力
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更广
泛的老年群体。

积极探索联合办学的新模
式，在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
业、社区、农村等多个领域开展
合作，目前已经建立了6所分校，
有效扩大了办学的辐射面和影
响力。其中，泰疗、军休所、百年
颐堂分校，开创了“医、养、教”结
合的新格局，华新、嘉和、油坊分
校，将课堂搬进了城乡社区。各
分校面向社会进行招生，吸纳周
边老年居民、村民学员共千余
人，成为市级中心校的有力支
撑，收到了良好社会效益。

发挥“教学示范中心”、“师资
培训中心”和“人才输出基地”的作
用，依托市老年大学协会，对各县
市区老年大学进行指导，带动全
市老年教育向基层拓展。先后选
派专业教师32人，培养社区文化带
头人200余人，传授复制自身的成
功经验，着力推进街道乡镇、社区
农村分校的建设普及。

据悉，在泰安市老年大学
的引领之下，泰安市老年教育
事业枝繁叶茂，“市—县—乡—
村”四级网络已经建成，其中街
道乡镇、社区农村的分校、教学
点274个，吸纳了大量社会老年
人参与学习，老年教育在城市
社区的覆盖率达到了80%，学员
总数达到1 2 . 6万人，“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蔚然成风，“退休
后上老年大学”正在成为泰城
老年人的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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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和分校揭牌仪式。

瓷绘班学员正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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