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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大学墙上挂满了老师和
学员的书法、国画作品，每一幅作品
都展现了老年大学为老年事业而努
力奋斗的累累硕果。我们不光要让
学员‘老有所学’，还要让他们‘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在学习中获得成
就感、幸福感。”李忠森说。灵山卫老
年大学2017年成立军乐队，曾连续四
年参加西海岸新区机关运动会开幕
式和老年人运动会开幕式；2020年成
立卫城书画研究院，很多学员参与
其中，进行书法和绘画交流；2021年
成立了百人乐团，有琵琶、萨克斯、
军号、葫芦丝等多种乐器，中西合璧
共同演出；每年“七一”和元旦组织
百人大合唱，共同歌唱党、歌唱祖
国、歌唱幸福生活；多次组织太极班
学员参加区级太极拳交流展示，并
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这里工作多年的陈汝懿副校
长 见 证 了 这 所 大 学 的 成 长 历 程 。

“2016年，为进一步加强老年体育工
作，满足辖区老年群体对文化体育
健身的需求，同时提高他们的生活
质量，街道老年体协组建了艺体班。
艺体班一开班就人员爆满，经过一
年的努力，成果显著，但是当时仍无
法满足辖区老年人的需求，于是街
道于2017年成立了灵山卫老年大
学。”老年大学成立之后，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报名学习，如何满足他们
的精神需求、如何让他们“老有所
乐”，又成了李忠森最常思考的问
题。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现在的灵
山卫老年大学已经成为新时代老年
教育的“颐养乐园”。
　　老年教育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
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关系千家
万户、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
社会和谐稳定的民生问题。“灵山卫
老年大学的最大愿望就是街道的老
年人可以在这里学习更多的新知识
和新技能，适应新生活，更好地融入
社会，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李忠森说。

在灵山卫老年大学，13门特色课程吸引200余名平均年龄超60岁的老人报名学习，有的人甚至报了五六门课程

乐在其中！家门口的大学让“夕阳”也青春
　　学员夏老师2023年底从教师岗位
上退休后便从内蒙古来到新区照顾孙
女，灵山卫老年大学的琵琶课让她在退
休以后找到了新的乐趣。“我每周从隐
珠站坐地铁来这里上一次琵琶课，虽然
路程有些远，但是这里有专业老师教，
每次上完课都收获满满。我刚来新区不
久，就在这里交到了五湖四海的朋友，
比如跟我一起上课的肖老师，她是从江
西来的，我们闲暇时就约上其他朋友，
结伴出游、聊聊天，这也让我对退休后
的新生活有了更多憧憬。”夏老师在向
记者讲述时，也不忘低头看看琴弦，将
手指放到正确的位置上。
　　当下，“空巢老人”“退休落差”“老
漂孤独”现象屡见不鲜，而老年大学为
老年人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在这
里，他们不仅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技能，
还交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让他们能够
重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继续参与和
融入社会生活。
　　“我在工作岗位上奋斗了46年，退
休以后想继续发挥余热，学习新技能反
馈社会、服务老年群体，丰富他们的精
神文化生活。”已经70多岁的李大叔是
退休老干部，退休后便来到灵山卫老年
大学学习，多年的学习让他由学员变成
了老师，目前已在老年大学任教一年
多了。
　　“老年群体在工作生活中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在为他们提供高品质服务的
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李忠森说。
　　在灵山卫老年大学，有这样一位

“康乐之星”，虽然已89岁高龄，但展示
起太极拳，老人家依然精神矍铄、身姿
矫健，她就是苏秀英。“我从76岁开始学
太极，越学精神头越足，身体也越来越
硬朗。这些年虽然年龄大了，但只要咱
老年大学有活动，我都会去参加，带着
大家一起打太极，为其他学员打气鼓
劲。我的两个女儿也在这里学习，疫情
时需要居家，我们就利用所学编了一个
合演节目，让居家生活也变得乐趣十
足。”苏秀英说道。

　　来到声乐课教室，记者发现，
课程开课前，先到的学员都会提前
将50余人上课所需的桌椅和教具
布置好。69岁的王大叔已经退休十
多年，学习了钢琴、二胡、声乐、舞
蹈、国画等很多课程，近两年因为
膝盖受伤、行动不便，所以没有参
与教室的布置。“班长在上课前会
安排大家提前来学校布置教室，上
完课再把桌椅和教具放回原位，为
下一节课的学员腾位置，这样教室
就可以循环利用，而且每天都有值
日生，上完课以后把教室打扫干
净。我腿脚不便，班长和同学们很
照顾我，大家的关系也都很融洽，
每周都期待来这里学习，只是因为
身体原因不能参加班里组织的各
项活动。”他揉着自己的膝盖，有些
遗憾地说。
　　灵山卫老年大学不仅课程设置
用心，在管理上也进行了创新探索
和尝试。“上课的学员多了，日常教
学管理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我们制定了校规，并在班
里实行班长负责制，就像大家小的
时候上小学、上中学一样，无论是组
织活动这种大事，还是上课点名、保
持教室干净整洁这种小事，都由班
长来负责。”李忠森对记者说。
　　梁阿姨是礼仪班的班长，虽然
已经退休多年，但是无论做任何事
都保持着雷厉风行、严谨细致的态
度。礼仪班有四五十位学员，梁阿
姨对每位学员都严格要求，在课堂
上不管是哪位学员动作做不到位，
她都会“毫不留情面”地立即进行
提醒，“这也只是我作为班长的本
职工作而已，虽然来老年大学学习
没有分数要求、没有排名、没有考
试焦虑、没有升学压力，但是我们
也要认真对待每一节课，让自己的
努力可以开花结果。班长的工作虽
然很繁杂，却让我可以继续发挥余
热，让班集体里的每位学员都有归
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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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画课上，73岁的柳大叔正专注作画。 在瑜伽班，学员们认真地做着伸展动作。 声乐课老师精神饱满地给学员上课。

礼仪班的学员们练习基本功，动作一板一眼、整齐划一。

学员轻拢慢捻，练习琵琶弹奏技法。苏秀英（右）展示太极拳。（灵山卫老年大学供图）

　　“老年人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不亚于年轻人。他
们兴趣广泛，纷纷涌向老年大学选课学习，希望挖掘
自身潜能，做过去想做而没能做的事情，实现埋在心
里的愿望。”李忠森告诉记者，开哪些课程、采取何种
教学方式等，都得瞄准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考虑他们
的接受能力，并注重适老化建设。
　　73岁的柳大叔已经在这里学习了快七个年头，记
者见到他时，他正在练习画枯树。“年轻的时候，吹拉
弹唱我都喜欢，就是没时间学，退休后终于闲下来了，
但是身份转换让我很不适应。经朋友介绍来到了老年
大学，学习了国画、书法、萨克斯等课程，在这里有专
业老师进行指导，回到家没事画个画、写个字，或是吹
上一段曲子，既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又充实了老年
生活，生活变得多姿多彩。”柳大叔告诉记者。
　　在国画课上，记者见到了63岁的葛阿姨，说起在
老年大学的学习生活，她滔滔不绝：“我报了国画和瑜
伽，虽然年龄大了身体机能也下降了，但这并不能成
为我学习上的阻碍。”葛阿姨学习国画是因为兴趣，而
今年报名瑜伽则更多的是为了减重，想让自己变得更
健康、更有活力。“刚练了两个周的瑜伽就瘦了不少，虽
然每次练完浑身肌肉酸疼，但是我的体态、力量都得
到了改善，学起来也更有劲头了。”葛阿姨高兴地说。
　　“瑜伽课教授的内容会选择适合老年群体身体状
况的舒缓动作，这样既可以起到拉伸作用，又不会伤
到她们的关节和肌肉。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她们的
体态和心态都得到了提升，更加自信了。”周伟说。
　　“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力求与时俱进，还经常向
学员征求意见，根据他们的实际需求开设课程。作为
基层老年大学，这里不仅是‘充电’学习的地方，更为
老年人带来了情感满足和精神愉悦。”李忠森说。
　　因演奏技巧复杂，琵琶是公认的非常难学的乐
器，很容易半途而废。而灵山卫老年大学的20余名琵
琶学员，大部分都已经坚持了5年以上的学习。“很多
学员从开班就在这里学习琵琶，他们从认识第一个音
符、熟悉第一个指法到现在已经可以弹奏很多经典曲
目了。刚开始她们只是对琵琶感兴趣，但现在却是对
琵琶由衷地热爱。”琵琶班老师张翰尹告诉记者。
　　学员金阿姨同时报了瑜伽和琵琶，谈起学习琵琶
的过程，她满脸自豪。“刚学的时候，每天弹一个音，既
枯燥又无趣，但是看到其他同学都弹得那么好，我就
天天在家练习，现在可以跟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特
别有成就感。”
　　“很多人至少报了两门课，有的甚至报名了五六门
课，在社会老龄化的趋势下，满足‘银发族’对精神文化
生活的需求，是我们基层老年大学的责任。”李忠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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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祁璟（署名除外）

　　“让肌肉放松，随着自己的呼吸慢慢伸展……”近日，在灵山卫街道老
年大学（以下简称“灵山卫老年大学”）瑜伽课上，30多位学员身穿瑜伽服，
随着舒缓的音乐，在瑜伽班老师周伟的指导下练习瑜伽动作。下腰、前屈、
展臂……她们神态专注、动作柔美，丝毫看不出已是一群平均年龄超过60
岁的老年人。“老年大学的瑜伽课很受欢迎，学位供不应求。”周伟介绍说，
老年人“上大学”热情高涨，其他特色课程也很火爆。
　　随着社会发展，老年人不仅仅满足于物质需求，更渴望丰富多彩的精
神文化生活。为满足老年群体对高质量“银发生活”的美好期待，灵山卫街
道于2017年创办灵山卫老年大学。“今年学校开设了书法、国画、萨克
斯、瑜伽、太极、琵琶、交谊舞、声乐、礼仪等13门特色课程，吸引200余

名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老年人报名学习。”灵山卫老年大学校长
李忠森告诉记者。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灵山卫街道，老
年人正通过“老有所学”实现“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