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全民终身
学习活动周领导小
组、中国成人教育协
会公布 2022 年“百姓
学习之星”，全国有
159 位同志为 2022 年

“百姓学习之星”，推
介 160 个品牌为 2022
年“终身学习品牌项
目”。

厦门有 2 人入选
国家级“百姓学习之
星”，其中一人为“事
迹特别感人的百姓学
习之星”，这个称号在
全国只有13人；另有
2 个项目获得“终身
学习品牌项目”。

●事迹特别感人
的百姓学习之星：
蔡江灿（中国高崎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

●百姓学习之星：
吴沧舜（厦门市思明区
梧村街道梧村社区）

●终身学习品牌
项目：

“政-校-社”多元
主体终身教育服务共
同体（厦门城市职业学
院<厦门开放大学>）

营平社区市场学
堂（思明区鹭江街道
营平社区）

全国
学习之星
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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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越来越多人退休
后，不再只是看电视和照顾孩
子，他们的活动范围超出家庭，
到社区学院、老年大学上学。

厦门老年大学是厦门终身
教育成绩的一个观察点。厦门
老年大学越办越大，它成为拥有
130个教学班、学员5000多人次
的学校，开设有养生保健、生活
艺术、文学语言、舞蹈健身、音乐
戏曲、智能应用、书画篆刻等 7
大系列98门课程。

今年秋季学期，老年大学新
增两门课程——电吹管和无极
球，报名系统开放不到 1 分钟，
学位就被一抢而空。郑丽娟是
电吹管课的首批学员，过去 7
年，她在学校的声乐课上唱过
歌，掌握了弹奏尤克里里、吹奏
葫芦丝的技巧，现在她开始期待
有一天能带着电吹管走到舞台
中央。

66岁的黄锦勋从小喜欢读
诗，在银行从事技术工作的他，
在退休后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诗
词写作，实现自己年少梦想。他
最终走上诗坛，还成为思明区老
年大学前埔南分校和海沧区老
年大学的诗词写作课教师。

“老年大学为我们提供了
‘活到老学到老’的阶梯。”黄锦
勋说，“因为老年大学，退休后的
我迎来人生的新起点。”

某种意义上，越来越多厦门
老人改变了许多人固有的一种
刻板印象——当子女出门工作
时，祖父母要待在家中，帮忙打
扫卫生、做饭和照顾孙辈。他们
跟上社会、融入社会，找到自己
的快乐。

近日，教育部公示社区教育
“能者为师”系列特色课程首批

推介名单，全国有913门系
列课程，其中厦门有7门
入选：

●老年人安卓智
能手机使用方法（厦
门市思明区社区教育
服务中心）

●0-3 岁婴幼
儿家庭教养环境创设
的指导（厦门市思明

区社区教育服务中心）
●学前儿童社会教

育（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大同本草·同心传承（厦

门市思明区社区教育服务中心）
●“跟我做”老年照护技能

微视频（厦门医学院）
●老年照护微课（厦门医学

院）
●个人理财实务（厦门城市

职业学院<厦门开放大学>）

今年，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司发布了三批全国“智慧助老”优质工作
案例、教育培训项目及课程资源推介名
单，厦门有3个工作案例、2个培训项目、3
门课程资源入选，数量在省内各地市中
居首位。

●“长者智能应用学习能力提升”专
项行动——社区供给与支持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厦门开放大学）
●营平社区时间银行
（厦门市思明区社区教育服务中心）
●智慧助老识别反诈防骗，智慧养

老乐享幸福晚年
（厦门市思明区社区教育服务中心）
●梧村街道东坪社区“智‘汇’夕阳”

近邻课堂
（厦门市思明区社区教育服务中心）
●翔安区委老干部局“1+3+5”创新

项目“智慧助老”实验课
（厦门市翔安区老年大学）
●与老年人共享智能时代
（厦门市翔安区老年大学）
●玩转智能手机
（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社区学院>）
●玩转手机
（厦门老年大学）

近年来，厦门开展“智慧助老”专项
行动，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融入手
机扫码时代。

市教育局介绍，厦门将“开展老年人
智能技术、加强应用培训”作为社区教育、
老年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开发“智能手
机应用”等体现适老化的课程资源、优质
培训项目和课程，提升老年人运用智能技
术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厦门开放大学和厦门思明区启福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合作，以“线下教学平台
搭建+线上个别化支持解答+老人互助学
习团”的社区供给与支持服务模式，促进
老人掌握智能化设备的使用和了解，让
老人可以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社会，提升
自我效能感。

他们组织青年志愿者、大学生和大
学教师等，开设智能手机及电脑基础应
用、网购物品、医疗预约、拍照存储等方面
课程。其中，智能功能强化课是以社区老
人生活所需常用的功能为主进行针对性
教学，比如看病取药预约及信息查看等。

在教学方式，一步步、面对面、手把
手教授老人每个应用功能如何使用，每
节课留出现场实践时间，知识点控制在
二到四个，使得老人能够及时掌握新学
知识，更容易记忆。

此外，通过社区服务点、服务热线等
方式，老人遇到问题，可咨询和求助。

全国优秀名单
厦门八项入选

社区开课教老年人
学会使用智能手机

市教育局近日启动
2022年厦门市“9·28终身教

育活动日”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周，并晒出今年厦门终身教育成绩单。

今年厦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从11月27日到12
月3日。活动周期间，厦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

让市民学得有内容、有效果。例如，集中开展养生保健、心理
健康、职业技能、法律法规、家庭理财等方面的学习活动；另
一个重点是：持续开展“智慧助老”活动——举办智能手机
应用等培训，帮助老年人在智慧出行、智慧医疗、掌上金
融、手机购物等领域的实际生活中应用所学技能。

教育部从2005年开始，设立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周。市教育局介绍，举办活动周的目的是：宣传全民终
身学习的理念，“全民”是面向全体市民，“终身”是贯
穿人的一生。

相当一部分人到现在还认为，人生分成两半，
前半生用于受教育，后半生用于工作，走出校门，就
是学习的结束。事实上，接受教育应当是一个人
从生到老永不休止的事情，教育应当在每个人需
要的时候以最好的方式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这就是终身教育。

市教育局说，近年来我市在扩大终身教育
资源供给、提升教育质量上多措并举，政策制
度逐渐完善，各项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继
续教育活动等持续开展。越来越多人意
识到，在这个时代必须坚持终身学习，
与时俱进刷新、升级自我认知，才能
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

厦门人有多好学？
坚持学习 带动身边人
蔡江灿是高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一级

警长，还是厦门一位公益阅读推广骨干。他
先后参与创建“青春同益”青年读书会、厦门
市图书馆新锐阅读、十点读书会等多个公益
性读书小组，坚持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近
10年，累计策划组织开展各类读书活动超过
300场次。

83岁的吴沧舜是梧村社区关工委常务
副主任、党建协理员。现在，他仍然坚持每天
不少于3个小时读书看报，他说：“只要一看
报纸，时间就飞一样过去了。”此外，他每天还
要看不少于3个小时电视新闻和文艺节目。

《厦门日报》是他每天必看的报纸，不仅
看，他还要在上面勾画出重点，剪下当日有
关时政要闻的文章，并把它们贴在笔记本上
做批注。他在《厦门日报》时政要闻报道的
基础上，融入自身思考，精心制作成有价值
的党课备课素材，带到梧村社区的党课课堂
上与社区居民分享。

两年前，市委文明办、厦门日报社等单位
举行全市小学生手抄报大奖赛，81岁吴沧舜

“老夫聊发少年狂”，动手画了一份手抄报。
虽然他的作品不列入参评范围中，但是主办
方仍为他的热情点赞。

厦门如何支持保障？
为市民提供更多课堂
创新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厦门城市

职业学院与厦门开放大学“一所学校、两个
牌子”一体化办学，推出高职教育与开放教
育的“双模式”教育，如在学籍有效期内，学
生在本校高职所修的相近课程，经认定可抵
扣开放教育2-4个学分。

“政-校-社”多元主体终身教育服务共
同体的探索与实践，通过推进多元合作，破
解非学历培训产品单一化、同质化问题，例
如，针对特殊群体，与相关机关事业单位开
展合作共建，推出“党建干部培训”“退伍军
人适应性培训”“省外帮扶培训”“残疾人电
商客服培训”“幼儿园园长培训”，成立“垃圾
分类学院”等专项培训……创新和完善高等
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公共服务
供给模式，满足市民终身学习需求。

到菜市场学习体验，亲子一起成长：厦
门营平社区内有大名鼎鼎的第八市场，外界
只看到它的嘈杂，并不知道这是一个雄心勃
勃的“菜市场”——营平社区把古老的第八
市场打造成一所学堂，将“市场”与“亲子一
起成长”相结合，让亲子家庭到“市场”学习
体验，从而了解菜市场，爱上菜市场，在学习
中认识更多的人、事、物，掌握基本生活常识
和生活技能，得到成长。

市场学堂也带动市场环境的改善与传
承——菜市场不再是单一的市场，而是融亲
子教育、融家庭餐桌、融闽南食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最终加深大家的幸福感。

佘
峥
说
事

越来越多老年人
争当学生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正在进行中

一起来学习
处处是课堂

厦门何以成为终身
教育国家级“优秀生”？
这份成绩单告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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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由教育部从2005年开始设立，市教

育局介绍，举办活动周的目的是：宣传全
民终身学习的理念，“全民”是面向全体
市民，“终身”是贯穿人的一生

我市今年如何推进终身学习？
集中开展养生保健、心理健康、职业

技能、法律法规、家庭理财等方面的学习
活动；持续开展“智慧助老”活动，举办智
能手机应用等培训帮老年人学生活技能

支持
终身
学习

课堂
越来
越多

▲鹭江街道大同社区学校“大同本草·同心传承”课程

▲老年大学开展艺术类课程，满足学员们的学习需求。
（本报记者 林铭鸿 摄）

▲湖里区北站社区开展朗诵培训。

▲农民画非遗传承教育，学员共绘百米画卷。

▲思明区鹭江街道营平
社区把知名的第八市场
打造成一所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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