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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基础

构建老年远程教育“全覆盖”

“村里开设了老年远程教育
教学点，和市老年大学连了网，
在村里也能学到好多新课程，咱
村里的老年人也能跟得上新形
势、新变化。”家住乳山市崖子镇
山西村的宋修军老人说，每周最
开心的事就是去村里的远程教
育教学点上课，丰富课程了却他
年轻时没上过大学的缺憾，让他
能够体验“老有所学”的乐趣。

成为一名“老学生”，让不少
老人的晚年生活有了别样的风
景。为做好老年远程教育工作，
2017年乳山市将下初镇、乳山寨
镇、海阳所镇三所老年大学镇级
分校作为试点，开发建设了老年
远程教育系统，分校设立远程教
育终端系统，与市老年大学教学
课程进行对接，采用转播和点播
的形式，对学员进行网络视频教
学，有效缓解了镇级分校师资配
备薄弱、办学经费不足、课件缺
乏等问题。

把老年远教普及工作作为
便民利民实事之一，在试点经验
基础上，乳山市在全市镇级范围
内推进老年远程教育全覆盖工
程，出台了《乳山市老年远程教
育全覆盖工作实施意见》，召开
了全市老年远程教育现场会，组
织了15处镇(街)到试点镇实地学
习取经，全市老年远程教育实现
了由市级到镇级的有效延伸顺。

为打通老年远教向村级延
伸的最后一公里，今年，乳山将
老年远程教育建设纳入全市组
织工作一盘棋，将老年远教系统
与党员远教系统融合，通过技术
创新，短时间内解决了远教网络
传输向农村延伸的难题。同时，
将老年远教学习内容与党员远
教学习内容融合，把老年远教模
块融入党员远教界面，既丰富了
老年远教学习内容，又增加了党
员远教的学习趣味。

据悉，通过党员活动室与老
年远教教学点融合，乳山市建成
了覆盖市、镇、村(社区)的三级教
学场所648处，真正实现了老年
远程教育市、镇、村三级全覆盖。

创新教学

增强老年远程教育“灵活性”

临摹名家字帖、勾勒花鸟鱼
虫、表演双人舞蹈、学习电脑操
作……在乳山市老年大学，各种
专业课程给学员们提供了多样
化、个性化的选择。34种专业，94
个教学班，1800多学员在这里学
习新知识、新技能，可谓是“一票
难求”。

为确保老年人能够紧跟时
代“不落伍”，思想认识“不掉
队”，政治学习“不误点”，围绕内
容创新，乳山市在平台建设前，
面向全市老干部发放3000余份调
查问卷，将每个教学点呼声最
高、票数最多的专业作为固定授
课内容，实现“个性化”教学。同
时，乳山还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
教学计划，每月向基层教学点推
送政治教育课件、邀请“五老”开
办直播讲座等，推动以休闲娱乐
为主的老年教育向满足老年人
政治、文体多层次需求转型。

秉承学用相长理念，乳山市
积极为学员搭建实践平台，每年
举办“枫叶情”老干部楹联征集
大赛、“庆七一书画作品展”、“消
夏晚会——— 乳山市老年大学专
场”、“迎国庆汇报演出”等，在检
验学习成果的同时，激发广大老
年学员的学习热情。同时，借助
省及威海老干部艺术节及其他
文化平台，积极选拔吸收各层级
的优秀学员参与艺术创作，激发
学习动力，焕发创作热情。

据悉，下初镇老年远程教育
教学点参与创作的以离休干部
段惠芝为原型的吕剧小戏《老
兵》，获评第八届威海市老干部
艺术节一等奖、2018年度威海市
文艺精品扶持奖励项目。”工作
人员介绍，该剧被推荐参加“山
东省优秀党员教育课件评选”和
第五届“威海文学艺术奖”评选
活动。

为保证教学质量，乳山市还
采取“直播与点播并行，线上与
线下互动”的运行模式，使学习
形式更加灵活、课堂氛围更加生
动。直播课由市老年大学中心校
教师授课，点播课则根据需求选

择收看专业课件，两种方式相辅
相成。除线上学习外，各镇(街)都
根据专业需求，聘请了3-5名有
专长的人员，作为指导教师，力
求“学有所成”。各镇(街)共聘请
专业指导教师48名，累计开展线
下教学辅导1200余次。

规范管理

打造老年远程教育“标准化”

“分校现有学员130人，设拳
剑班、舞蹈班、戏曲班、智能手机
与计算机班、健康养生班5个专
业。任课教师主要由乳山市老年
大学、老年体协等专业教师担
任，辅导教师由下初镇老干部志
愿者和下初镇初级中学教师担
任。”乳山市老年大学下初镇分
校工作人员介绍。

为推动老年远教工作规范
运行、常态长效，乳山市出台了

《乳山市老年远程教育管理制
度》等5项制度，围绕建、用、管等
方面，按照“布好点、定好人、选
好课、教好学”的要求，对老年远
程教育设备管理、教学秩序等20
余条工作细则进行理顺，确保各
级教学点干有章法、做有可依。
同时，在市、镇、村三级组建了包
括联络员、管理员、技术员、志愿
者在内的1000余人的工作团队，
确保老年远程教育系统正常运
行。

在镇级教学点，由各镇区老
干办主任兼任联络员，镇离退休
干部党支部书记兼任管理员；村
级教学点成立以村“两委”干部
为主体的志愿者队伍，负责人员
组织和设备操作；技术员由市老
年大学从专业技术公司聘任。为
加强远教工作的统一协调指导，
乳山市老年大学专门成立了远
程教育工作办公室，配备专职人
员负责远程教育工作协调组织。

为确保老年远程教育工作
干出实效，乳山市将检查考核作
为推动老年远程教育规范化运
行的重要手段，研究制定了《乳
山市老年远程教育考核办法》，
重点围绕管理机构、制度建设、
组织教学、活动开展、基础工作
五大方面进行考核。镇级教学点
老年远教工作纳入全市组织工

作考核，村级教学点纳入村党组
织“双十星”考核，层层压实工作
责任。

多方融合

彰显老年远程教育“新气象”

乳山寨镇书法班学员主动
与中心校学生结成“老少对”，利
用假期辅导学生练习书法，培养
出了许多小书法家；海阳所镇戏
曲班的学员现在已经成为繁荣
乳山银滩文化活动的重要力量，
为提升区域文化品位做出了重
要贡献……

随着老年远程教育的全面
普及，乳山全市不同年龄层次、
不同区域范围的老干部均享受
到了涵盖时事政治、文学历史、
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非遗传承
等多个门类的线上教育。在老年
远程教育平台“毕业”的一大批
基层老干部文体骨干，积极将线
上学习成果向线下延伸，让学到
的知识在作用发挥中得到具体
实践，成为在镇(街)、村(居)组织
开展文体活动的“领头雁”。

“乳山将老年远程教育平台
与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文
化养老等工作深度融合，不仅让
老年人有机会不断提高、完善、
超越自己，也给老干部提供了发
挥余热的机会。”老干部宋文阳
说，全方位、多层次的老年教育
带动了老干部整体素质的提高，
也为乳山市新时期老干部工作
转型发展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老干部教育覆盖面的有效
扩大为老年教育事业的发展注
入了新的动力，老年大学戏曲、

器乐等广受老年人喜爱的专业
‘一座难求’的现象得到有效缓
解，平绣、剪纸等过去‘偏冷门’
的专业如今也开办的如火如
荼。”乳山市委组织部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老年远程教育系统的
投入使用，有效破解了老年教育
在资源分配不均衡、受众面窄等
方面的瓶颈，经常性参加教育活
动的老干部比以往增加了40%，
接受教育的社会老年人突破3万
人。

远程教育系统也为老干部
工作部署调度、相互交流学习开
辟了新的渠道。通过老干部工作
视频会议室，一些常规工作部
署、调度、汇报以及各镇(街道)之
间的工作交流等，都可以采取视
频会议的方式召开，既可以将工
作部署要求及工作责任直接传
递到基层，又解决了因镇域分
散、路途遥远，老干部参会不便
等问题。老年远教系统投入使用
后，老干部工作系统精简传统形
式会议16次，开展实时工作督导
57次，镇域间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40余场，成为新形势下开展老干
部工作最便捷、最高效的途径之
一。

老年远程教育以新颖的教
育方式、丰富的教育资源为老干
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辟了新
的路径，有效增强了组织吸引
力、凝聚力。系统运行以来，参加
组织生活的离退休干部党员人
数增加了30%，参与社会活动的
老干部和老年人的数量成倍增
加。近三年，乳山老干部志愿者
队伍发展到1700余人，比三年前
增加400多人。

全省老年大学远程教育工作推进会在乳山召开。

获批“全国第四批老年远程教育实验区”，构建老年远程教育全覆盖网络，建设老年远程教育管理制度，提升老年远程程教育规范化
水平，探索“远教+”与老干部工作深度融合……

近年来，为满足广大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乳山以加强离退休干部工作“信息化精准化规范化”建设为引领领，秉持“开
放、融合、共享”的工作理念，按照“功能整合、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工作思路，在全市实施老年远程教育全覆盖盖工程，将老年远程教
育平台与离退休干部党建引领、文化养老等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乳山特色的“远教+”之路。

日前，山东省老年大学远程教育工作推进会在乳山召开。与会人员参观了乳山市老年大学、下初镇老年远程教育教学点点等，并进
行座谈交流，乳山市围绕做好做活老年远程教育工作做了经验介绍。

乳山：“远教+”助力“夕阳红”
——— 乳山市老年远程教育工作纪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通讯员 姜俏俏 李毅

乳山市崖子镇山西村老年远程教育教学点的学员们在观看视频。

乳山市老年大学老师在直播课上讲解《弟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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