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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旗袍的银发模特自信走秀、萨克斯合奏旋律
悠扬、太极扇课程中老人们动作行云流水……这里是
周口老干部大学建业社区分校的日常课堂。 自 2023年
10月挂牌以来，这所“家门口”的老年大学已成为该社区
400余名老人追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精神家园。

课程“量身定制” 激发银发潜能

“老年教育不仅要‘有课可上’，更要让课程‘对胃
口’。 ”周口老干部大学建业社区分校校长朱士臣在接
受采访时说， 该分校成立之初便深入调研老年群体需
求，结合社区资源开设了 14 门课程，涵盖艺术、健身、
文化等多个领域。 除声乐、书法、国画等传统课程外，模
特走秀、太极扇、柔力球等特色课程也颇受欢迎。 “许多
老人年轻时因工作、家庭放弃爱好，如今在这里重拾梦
想。 ”朱士臣说。

以健步走队为例，这支由 60余名学员组成的队伍不
仅每日晨练，还定期参与社区公益活动。萨克斯班学员刘
阿姨说：“以前觉得西洋乐器难学，现在有专业老师授课，
我已经可以独自演奏《歌唱祖国》，特别有成就感！ ”

“下楼即课堂” 便捷服务托起幸福晚年

“从家步行 3 分钟就到教室， 刮风下雨也不用担
心。 ”72 岁的声乐班学员王阿姨笑着展示她的课程表：
周一学太极扇、周三练萨克斯、周五参加合唱团排练。
这种“下楼即课堂”的便利性，正是该分校吸引老年人
的关键。

据介绍，该分校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了舞蹈
室、书画室、多功能教室等标准化场地，针对高龄学员，课
程还融入健康知识讲座和智能设备使用培训。下一步，该
分校将积极和辖区高校建立联动机制， 定期邀请在职大
学老师到学校进行授课，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

从“学员”到“主角” 银发力量反哺社区

该分校不仅为老年人搭建终身学习的平台， 更通
过“学以致用、反哺社会”的理念，将银发群体转化为基
层治理的“新动能”。 该分校聚焦打造“银龄智库”品牌，
让老年学员从课堂的 “受益者” 转变为社区的 “建设
者”。“文艺+”赋能，擦亮社区文化底色。按照“一社区一
特色”文化建设要求，该分校学员组建了民俗艺术队、
老年模特队等 8 支特色文艺团队， 在社区文艺汇演中
屡获好评，受到了群众的追捧。“志愿+”服务，激活基层
治理末梢。30 名太极拳班学员化身“文明劝导员”，积极
协助有关部门在社区主干道维持交通秩序。

“我们不仅为老年人提供学习平台，更鼓励他们发
挥余热。 在这里，广大老年人不是被动养老，而是主动
创造价值。 ”朱士臣说，下一步，他们还将进一步探索
“以老助老”模式，邀请有特长的学员担任助教，进一步
增强课堂活力。

着力打造老年教育“示范样本”

在建业社区分校， 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琅琅书声
与歌舞韵律 ，更是一种 “年龄无界 、终身成长 ”的生命
力。 当老人们身着练功服挥动太极扇，或手持萨克斯沉
醉演奏时，他们展现的不仅是技艺，更是一种对生活的
热爱。 这或许正是老年教育的真谛———让每一位银发

学员都能在“家门口”找到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正如
学员们在周年庆典上朗诵的诗句：莫道桑榆晚，学堂正
青春。 这所“家门口”的大学，正以创新的姿态，书写着
“银发族”的精彩答卷。

“老年教育不是 ‘单打独斗 ’，需要多方联动形成
合力。 ”文昌街道一负责人表示，为满足老年人多元化
需求，他们通过 “挖潜 、扩容 、提质 ”三步走策略 ，构建
“家门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 一方面，统筹辖区党群
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所（站）、养老机构等场所，着力
打造完善“15 分钟学习圈”；另一方面，引入高校师资、
社会组织及退休专业人士 ，建立 “银发人才库 ”，积极
吸纳志愿者参与课程开发与教学。 此外，文昌街道积
极将老年教育融入基层治理， 老人不仅能学有所得，
还能通过志愿服务 、文艺展演等方式反哺社区 ，真正
实现“老有所享”。

银发学堂点亮“家门口”的精彩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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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29 日，春意正浓，周口日报社与商
丘日报社联合策划的两地文旅交流活动拉开帷幕。
50 余名商丘游客乘坐大巴车， 探访周口市西华县，
在万亩桃园赏春色、红色场馆悟初心、胡辣汤馆品
美食，以媒体为桥，串起两地文旅资源，推动两地文
旅高质量发展。

大巴车载满春意， 桃园绽放文旅新景。 当日清
晨，载满欢声笑语的大巴车从商丘市出发，首站抵
达西华县桃花源生态风景区。 正值桃花盛放，粉白
相间的桃花如霞似锦 ，游客徜徉花海 ，摄影采风 ，
体验“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意。 “以前只在新闻里
看过周口桃花节，今天身临其境，才感受到乡村振
兴的活力。 ”商丘游客李女士感叹道。 西华县以桃
为媒，打造“春赏花、夏摘果、秋研学”产业链，年吸
引游客超 30 万人次。 商丘日报社记者现场采风 ，
拍摄视频 、深入采访 ，揭秘 “一朵桃花背后的文旅
经济”。

红色基因共鸣，历史课堂激荡情怀。 在黄泛区
农场场史馆和五七干校旧址，锈迹斑斑的农具 、泛
黄的垦荒日记， 将游客带入那段 “战天斗地改山
河”的峥嵘岁月。 “盐碱地变粮仓，老一辈的奋斗精
神让人震撼。 ”游客王先生说。 在杜岗会师纪念馆
内，讲解员生动描述了会师场景，令参观者心潮澎
湃。 游客李女士驻足展板前：“彭雪枫将军在周口
西华杜岗集结部队东征， 在商丘夏邑八里庄英勇
牺牲，两地红色血脉相连，这趟旅行是一次生动的
爱国主义教育。 ”周口日报社代表表示，将与商丘
联合推出适合两地游客的研学旅游路线 ， 让革命
精神代代相传。

一碗胡辣汤暖胃更暖心，非遗联结双城情。采风
团成员走进逍遥镇老杨家胡辣汤博物馆， 近距离欣
赏胡辣汤的制作过程，揭开“舌尖非遗”的神秘面纱。
游客品尝热腾腾的胡辣汤，香辣滋味瞬间点燃味蕾。
“汤浓料足，和周口人的热情一样实在。 ”游客屠先生
竖起大拇指。两地媒体负责人达成共识：将联合策划

“非遗双城记”专题，通过美食、手工艺等载体，让传
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

商丘日报社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是推动
“周商文旅交融”的首场实践，未来将常态化组织市
民互访、文旅资源互推、产业调研等活动，共建豫东
文旅走廊。周口日报社同步宣布，计划于 4 月组织周
口市民回访商丘古城等景点，实现“双向奔赴”。

一趟开往春天的大巴车，不仅载满欢声笑语，更
铺就两地文旅融合发展的新通途。 当媒体“牵手”文
旅，商丘与周口正以文化为纽带，共同谱写豫东文旅
协同发展的春日华章。

周口商丘两地报社联动 共绘文旅交融新画卷

学员们练习大合唱。

�商丘游客品尝逍遥胡辣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