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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苏世海带着十几名学员打完八段锦，又练太级拳；

教学楼里，声乐班在学习“长亭外，古道边”的发声方

式；朗诵班在做气息练习。拉丁舞班传出“哒哒哒”的

节奏声、音乐教室里传出电子琴声……

一节课结束后，是新学期伊始的升旗仪式。苏世海

作为教师代表发表了国旗下讲话：“因为我们热爱老年

教育事业，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注定我们的梦想荣誉都

与你们连在了一起，你们是幸福的，我们才是快乐的；

你们是进步的，我们才是欣慰的；你们是成功的，我们

才是优秀的。”

“感受到我们这里的气氛了吧？每个人脸上都是笑

呵呵的。”校长曹柯梦不无得意地说，“老年教育是一

种快乐的、有文化的养老方式。老年大学多一个学位，

医院就少一个床位。”

榆林市老年大学于2002年由五位老党员，在无固定

场地、无固定经费、无专职工作人员的情况下，自发创

办。目前，现已建成六系（书画摄影系、声乐系、舞蹈

系、器乐系、体育系、综合系），开设33个专业，110多

个教学班，每学年在校注册学员近3000人次。

“我们根据老年人身心特征，对课程内容进行了简

化，降低了难度，制订了大纲，形成了一批适合老年人

的相对成熟的课程。同时积极承担起传承弘扬传统文化

和地方文化的责任，开发国学、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

课程，开设‘李棠书法班’和‘雪樵书法班’宣介清末

民初榆林本土两位著名书法家。”榆林市老年大学副校

长杨扬说。

“ 你 知 道 我 们 学 费 是 多 少 钱 吗 ？ 一 学 期 1 5 0 - 2 0 0

元 。 ” 曹 柯 梦 说 ， “ 想 来 的 人 太 多 了 ， 我 们 也 不 为 挣

钱，让老人们掏一点钱，不要空挂学位不来上课。”

为 了 辐 射 更 多 区 域 ， 影 响 更 多 人 ， 榆 林 市 县 两 级

老年大学指导街道、社区，与便民服务工作结合开办街

道、社区老年学校；在人口较集中、条件较好的乡镇、

村，或单独或就近联合办老年学校；与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培训机构等合作办分校、校外教学点，并向财

政 争 取 部 分 资 金 支 持 ， 借 社 会 力 量 扩 大 老 年 教 育 覆 盖

面，如今已有县级老年大学12所，分校教学点28所，乡

镇 （ 街 道 ） 老 年 学 校 1 0 所 ， 社 区 （ 村 ） 级 老 年 学 校 2 9

所，近千人从事老年教育事业，在校学员近2万人，四级

老年教育网络已基本成形。

为了展示转化老年学员的学习成果，榆林市老年大

学搭建各类平台，在校内利用开学季、毕业季及节日、

纪念日举办各类汇报演出、比赛展览，在校外积极推荐

学 员 参 加 中 、 省 、 市 、 县 乃 至 社 区 举 办 的 各 类 公 益 演

出、比赛展览，组织学员走进养老院、福利院等开展公

益慰问演出等活动，充分展示老年学员的学习成果和精

神风采，让社会重新认识老年人。

一 些 学 有 所 成 的 学 员 ， 甚 至 在 毕 业 后 实 现 了 “ 老

年再就业”。书法班学员崔晓莉，在毕业后办起了书法

培训班；电子琴班学员白银利，毕业后在全国卡西欧电

子琴大赛获奖，从出租车司机变成了老年大学教学点的

授 课 老 师 。 摄 影 班 学 员 闫 存 吾 ， 毕 业 后 创 办 摄 影 工 作

室……这些老年人通过学习，不仅丰富了生活，还能更

好地面向社会发挥作用，实现新的人生价值。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了解老年人需求，加强学

校引导，开发更多更具文化性、时代性的适老课程，建

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和积极老龄观同步的老年大学课程体

系；也会与本地各行业协会合作开发更具专业性的课程，

积极探索开发‘游学养’新模式新课程。”杨扬说。

问题与对策

榆 林 市 民 政 局 局 长 白 云 国 在 《 榆 林 市 城 市 和 农 村

养老服务发展现状调研报告》中称：“我市养老服务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

然突出，处于较低水平运行状态。”具体而言，有养老

服务供给不平衡不补充，机构养老服务发展艰难，养老

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低，养老服务队伍专业化水平不

高，医养结合水平不高，社会参与度不够等问题。白云

国表示，养老服务信息化对提升养老服务精准化、规范

化管理服务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榆林市规划年内

启动建设全市智慧养老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同时，结合

榆林市老龄人口结构情况和老年人需求情况，稳步发展，

做到可持续、可承受，量力而行，尽量而为。在重点解决

好特殊困难老年人和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刚性养老服务需求

问题的基础上，认真谋划好普惠性养老服务问题，分层

分类建立健全养老服务政策体系，确保做到精准施策。

对于推进银发经济过程中政府应扮演的角色，南开

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

任原新说：“银发经济有其特殊性，属非完全竞争性的

经济，需要政府在必要时弥补市场经济机制的不足，一

方面，坚守政府保基本、兜底线、普惠性的职能，坚持

公平性原则，着力满足所有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增

加普惠性养老服务资源，密织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

网。同时，应制定老年用品和服务目录、质量标准，规

范和监督市场秩序，推动银发经济规模化、标准化、集

群化、品牌化发展。”

（部分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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