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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大学报名

如今的老人，求学热情那个高啊

老年大学报名，6点就来排队
本报 7月 1 0日讯 (记者

柳斌 孟敏 ) 10日是烟
台 老 年 大 学 报 名 的 第 一
天，虽然下着雨，但并没有
阻止老年人报名的热情。
按 规 定 ，8 点 开 始 接 受 报
名，但6点就已经有人在排
队。舞蹈、摄影和声乐这三
个专业最受欢迎，有上百
人排队。

上午7点3 0分，记者来
到老年大学3楼报名处时，
整 个 楼 道 被 挤 得 水 泄 不
通。队伍排得最长的要数
舞蹈、摄影和声乐，长达几
十米，都有上百人，其他专
业 的 报 名 盛 况 也 异 常 火
爆。8点钟，各专业报名点
准时开门，由于报名人数
众多，保安和工作人员不

得不在现场维持秩序。
“还以为来早了，结果来

晚了，这么多人在排队。”8点
半来报名的张大伯挤在队伍
里擦着额头的汗，心里还在
悔恨没有早点来。

今年6 0岁的徐金凤老
人为了报上名，早上5点多
就从家里走，6点到达报名
处，她报的是民族舞蹈专

业。徐金凤老人说，这两年
舞蹈专业很热门，2009年因
为报名人数太多，她没有
抢到名额。

“报不上了，已经报满
了。”报名开始刚半个小时，
一位老人从人群中挤了出
来，脸上带着疲惫和沮丧。记
者得知，这位老人报的是数
码摄影专业，该专业只招30

名学生。由于名额有限，不少
老人只能被婉拒。

不到中午，声乐、营养
保健等专业也报满名额，
工作人员只好先留下报名
者的联系方式，如果有报
名的老人因故不来，可以
通知预报名的老人。

“现在每个专业都爆满，
报名的老人太多了。”烟台市

委老干部局副局长、烟台市
老干部活动中心主任王洪民
介绍说，他们已经提前开会
为老年大学报名做准备，安
排老人尽快报名。

据了解，烟台老年大
学今年招收3000名学员，首
日报名的老年人接近 8 0 0

人，加上之前注册的，共有
2100多位老人报名。

学了16年还不愿毕业

所有专业基本学一遍

在老年大学有这样一
位老学员，今年78岁的孙
云霞老人已经在老年大学
学习了16年，大学设置的
20多个专业中，她已经基
本学了一遍。

孙云霞老人今年刚从
二胡班毕业，还是班长，由
于在学校里威望很高，学
校安排她这几天从事新学
员的报名工作。

孙云霞老人不仅会拉
二胡、跳民族舞，如今她还

成了电脑高手，申请QQ

号，网上聊天、收发邮件都
不在话下。

孙 云 霞 老 人 说 ，从
1996年来到老年大学，钢
琴、摄影、舞蹈、声乐、计
算机都学过了，现在就差
书法和绘画了，不过觉得
自己在这两方面实在没
天赋，就没报名。

孙云霞老人现在的愿
望就是能在老年大学多学
几年，活到老，学到老。

竞争堪比高考

为报班等仨小时

老年大学为啥如此火爆
“烟台老年大学今年招

3000名学生，但并不能满足需
求。”烟台市委老干部局副局
长、烟台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主
任王洪民介绍说，老年大学年
年报名都很火爆，报名人数以
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

据介绍，在物质条件满
足的情况下希望多学点知
识，是老年人报名火爆的主
要原因。

另外，随着全市老龄化
形势的加重，空巢老人和孤
寡老人不断增加，老人希望
通过老年大学结交更多的
朋友，排遣孤独，这无疑增
加了老年大学的报名人数。

一位前来报名的于姓老
人介绍说，老年大学是公办

的，师资好、收费便宜，不像外
面的辅导班，不针对老年人，
专业水平不够，收费还高。

据介绍，烟台市老年大
学是公办机构，政府每年都
给予全额补贴。老年人在这
里学习普通专业，一年只需
交240元，电子琴、微机、数码
摄影专业每学年360元，钢琴
专业则是每学年600元。

“如果民办老年培训机
构以这样的标准来收费，是
很难维持经营的。”王洪民说，
低费用难以维持辅导班运
转，高费用难以吸引老年人
前来报名，这就造成了民办
老年辅导机构严重缺乏，市
民只好选择去公办辅导机构
接受培训。

老年培训缺口有多大
“年年新增专业，但仍

然供不应求。”王洪民说，烟
台老年大学今年又新增了
四个专业：英语口语、营养
保健、手工制作、工笔花鸟 ,

但仍然不能满足需求。
每年这个时候，王洪民

的手机就响个不停，争取名
额的人都向他求助。但培训
机构满负荷运转，教学区容
纳的人数有限，他也只能将
实情告知。

记者了解到，场地成了
限制报名名额的因素。因为
没有足够的场地上课，不少
学员只能被拒之门外。

王洪民期待着老年大
学的二期工程能尽早批下
来，届时将会增加10000名的
老年培训名额，极大缓解老
年人培训的供需矛盾。

“但老年人培训的缺口
远不止10000人，还要多得
多。”王洪民说。

格三问烟台老年培训

“我早上6点就来了，
等到8点半，就想报个老年
舞蹈班。”年近七旬的市民
李阿姨刚目睹了孙子高考
的紧张，可没想到一个月
后，自己报名上老年大学，
竞争同高考一样激烈。

在舞蹈、朗读、手工制
作和营养保健处，上百名
老人一个挨着一个，李阿
姨因为来得早，排在了前
几个。她看着排在最前面
的那位老人疲惫地倚着报
名处的墙角，不禁也感到
了劳累，时而换个姿势，时
而捶捶腰部，打起精神来
继续等待。

“退休后一直在家，看

完了大孙子，看小孙子，如
今孙子都考大学、上中学
了，我也该有自己的生活
了。”李阿姨说，她从小就
喜欢舞蹈，以前也零零散
散学过，但一直忙于工作
和生活，无法抽出整段的
时间来学习，如今退休了，
趁着还能动，想做点自己
喜欢的事。

但她怎么也没想到，
会有这么多老年人来报班
学习。“等了仨小时能报上
班就行啊，毕竟上老年大
学能充实退休后的生活，
同时也能多交些朋友，有
说有笑的，可比在家好多
了。”

如何增加老年培训名额
面对需求，如何增加老年

人的培训名额成了不可回避
的话题。“在保证义务教育等
完善的基础上，政府应加大对
老年教育资源的投资。”山东
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

王忠武分析说，可以吸
引社会力量兴办老年培训
机构，政府给予引导和支
持。比如一些大型国企有能
力给老年人提供培训，虽然

收费较公办机构高，只要能
保证教育质量，就要鼓励。

“同时，一些大中专院校
也可以适应老龄化的需求，兴
办老年培训机构，完善终身教
育体系。”王洪民说，要集合各
种力量适应老龄化的冲击。王
忠武也表示，要三管齐下，把
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机构的
力量集合起来，解决老年人培
训的供需矛盾。

“我前前后后报了三个班，每个班都是爆满。”刘
阿姨说，她是8点准时来报名的，可没想到迎接她的
是一眼看不到头的长队。

赶到钢琴、电子琴的班前，长队；赶到英语口语
班前，还是长队；赶到摄影班前，又是长队。

“我报了英语口语班和摄影班，前者为了练口
语，后者为了旅游爱好。”刘阿姨说，报完名后，她心
里很没底。“名额已经满了，只能扩班后，我才能递补
上。”刘阿姨说，她马上又报了个营养保健班，结果还
是扩班后才能上，这让她有些失望。

“退休后不能在家闲着，养老也不是种花遛狗，
老年生活一定要过得有滋有味。”刘阿姨说，她退休
后，先是实现了自己旅游的心愿，去了新疆、西藏、香
港、厦门……回来又学了育婴师，“女儿准备要孩子，
我得提前做好准备。”

连报仨班都爆满，只好等递补

“看，我报上了。”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报上名的老人排队等交费。本报记者 柳斌 摄

现场报名排起了长队，一些人凑在一起琢磨着报班情
况。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填好

表格的老人
急忙工作人
员帮忙看看
对不对。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格报名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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