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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安安老老年年大大学学协协办办

编者按：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发布的《中国老年教育发展报告 (2019-2020)》显示，我国老年大学在校学员总数已超过
1000万。根据这份报告，截至2019年末，我国约有7 . 6万所老年大学(学校)；在校学员约有1088 . 2万人；超八成在校学员在70
岁以下，其中60至69岁的学员占比最高，约为学员总数的一半。老年教育，正逐步融入我们身边老年人，成为他们老年生活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记者近日走进金安区老年大学，对此有了更深的体会。

冬日的暖阳正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投进金安
区老年大学的音乐教室，一群快乐的老人正享
受着学习时光，刻满岁月印记的脸上透着欢
喜，眼神中有特别的光亮。课堂外，他们是安
享晚年的爷爷奶奶，而在这里，他们是学生，
求知若渴的学生。

“啊，再见了大别山，你牵去我的一颗
心，我要把你铭记在心头……”悠扬的歌声从
教室里传出，时而是雄浑的男低音，时而是清
亮的女高音，和谐美丽的歌声让人心旷神怡。

政治立校 发展老年教育事业

2012年，金安区老年大学开始正式办学，
校址在球拍东路人民公园隔壁，学校开设国
画、黄梅戏、京剧、唱歌4个班，5个团队，4

名老师，200多名学员。
2015年，因城市建设需要，原校址拆迁，

学校迁到文华路，租民房6间办学，只保留唱歌班
和京剧班以及5个团队。

2018年7月，学校迁至现校址六安市迎宾一路，
恢复招生办学，当年开设7个专业，16个班，5个团队，
学员480人次；直到今年秋学期，学校开设9个专业，
40个班级，5个团队，学员1212人次，教师22人。

政治立校，一直是老年大学办学宗旨。9

年风雨，从建校辗转多地至今，区老年大学始
终把政治建设作为首要工作抓细抓实，围绕党
史学习教育这条主线，通过会上集中领学、会
后个人自学、定期研讨交流等形式，在理论学
习、政策关注、制度落实中，提高政治敏锐
性，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通过区老年大学的开班动员、分班部
署、教学内容安排等环节，采取看视频、听讲
座等多种形式，在老年学员中广泛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老
年教育始终，增强广大学员的“四个自信”。

区老年大学还积极结合自身实际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先后组织老年书画志愿
者赴共建社区开展“送春联进社区”活动，在
老年大学设立疫苗接种宣传台集中开展疫苗接
种的知识科普及登记，多次联系协调迎宾一路
项目工作人员确保来往学员进出有提示、安全
有保障等一系列活动，既为老同志发挥作用提
供平台，又扎扎实实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办好事，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区老年大学还积
极组织老同志参与疫情防控、综合治理、文明
城市创建等活动，发挥老同志威望和工作经验
丰富的优势，帮助解决了很多难点问题。

倾力服务 创建温馨和谐校园

“咱们老年大学40多个班级，每天要为几

百位老同志提供细致服务，我们双休都上班不
休息，真心希望把每一份关心都带给老同志
们。”区老年大学教务长陈绪文说，“服务老
同志首先就是细致和耐心，他们有时候就像孩
童一样可爱可亲，教务工作虽然繁杂辛苦，但
依然感到快乐和欣慰。”

区老年大学副校长朱先捷向记者介绍，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老年大学的建设，一方面
配齐配强老年大学的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另
一方面，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现场办公，推进
区老年大学扩建项目，项目实施后，区老年大
学有望成为全国先进、省内一流的县区级老年
大学。

“我们的学校小巧而紧致，规模不大，但
是很温馨，学校特别为老师和学员考虑，一
点小事都放在心上，立马解决。”口琴班老
师李延平告诉记者，比如舞蹈班反映，教室
上课没有地方挂衣服，只能放在地上，校领
导知道后，立马为舞蹈教室购置挂衣服的架
子。“事情虽小，但是特别暖心。”教授太
极拳剑的老师袁必转赞成道，“学校费尽心
思地为我们提供服务，我也认真教学，每个
动作和细节，我都要反复翻看视频，查阅资
料，力求动作到位。”据了解，为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区老年大学不断探索健全完善教
师管理机制，坚持以“思想素质较高，热爱
老年教育事业，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教学能
力”主要标准及时做好5门新开课程教师的选
聘工作。在春季学期结束后，召开教师座谈
交流会，详细了解教师课程开展情况以及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及时给予解答解决，让优
秀教师进得来、留得住、安下心。严格贯彻
教学计划，教师做到授课有计划、有记录，
教务处不定期开展随堂听课，督促教师做好

授课的各项工作，切实让老年学员
有所学、有所乐、有所得。

教学相长 全面提升办学水平

“ 我年轻时候 就喜欢唱 歌跳
舞，自从来了老年大学，每天和这
些老年朋友们一起学习、排练，然
后一起表演，找到了年轻时的活
力。只要有节日表演，就有我们的
身影，作为其中一员我也非常自
豪。”交谊舞班班长黄云说道。同
样觉得老年生活精彩的还有瑜伽班
班长贾素梅，“老了就应该与时俱
进，上老年大学，老有所学，老有
所乐。”在这里，学员们神采奕
奕、精神矍铄，真正诠释了夕阳无
限好的意境，展示出人生迎来另一
个春天的活力。

自从去年金安 区顺利 通过验
收，成为全国第三批老年远程教育
示范区之一以来，区老年大学不断
以省下发的县区级老年教育示范校
标准，在六安市老年大学的关怀和
指导下，对标对表，抓好日常管
理、教学开展、氛围构建、文化育
成等各项工作，力争硬件一达标，
创建就成功。

“你看南边的这片空地，就是
我们老年大学扩建项目，目前已完
成了扩建项目设计方案，正在审定
施工图纸，并将于近期招标，争取
2023年秋学期能招生。”区老干部
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桂远说。

“建成以后，学校拥有现代化

的教学设施，有教学楼、办公楼、演艺报告厅
和多功能厅，总建筑面积达13000平方米，
其中特大教室、大型教室、功能教室、
餐厅、室内球馆、医务室等设施一应
俱全。到时候，我们就不再为教室
太少而发愁了。”区老年大学办
公室副主任杨怀荣说。

“太好了，我们不用再
因为教室不够用，周末要上
课 ， 你 们 也 可 以 歇 歇
了。”

“ 我 们 瑜 伽教室能
不能做个地暖呀？”

“那我们岂不是有
个超大号的舞台，好期
待！”

……
初冬的暖阳下，明

亮的教室里，校领导和
老师、学员们围坐在一
起，你一言我一语，期望
的眼神、欢快的话语里，
满满的是对未来的憧憬。
透过这个画面看到，记者
仿佛看到，新建成的美丽校
园里，花香怡人，绿树成荫，
老年学员们吟诗作画，欢歌笑
语，尽情踏浪、追梦。

老年天地 温馨校园
本报记者 宋金婷/文 袁洁/图

请认真地老去
宋金婷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数字不断攀升，对于辛劳一辈子的老人来
说，什么才是既让自己身心愉快又能减轻子女担忧的生活方式，成
为越来越多老年人思考的问题。
一些老年人在退休之后，便一心扑到子女的身上，全心全意地为

他们服务，做家务、带孩子、买菜、做饭……年轻时忙工作，中年时忙
家庭，好不容易退休了，还要为了让孩子、孙子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操
心。也有更多的老人即便退休，仍会把之前的工作热情渗透到生活的方
方面面，走出家门，走进老年大学，交友、学习、旅游，参加各种文艺
演出、比赛、公益活动，提升幸福感，提高生活质量，快乐无比。
有人说，美丽的少年人是大自然偶然的创作，美丽的老年人则是艺
术的杰作。时间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转眼走过了天真无邪的童
年，热血沸腾的青年，刚毅坚忍的中年，步入了安静祥和的老年。年
轻时有年轻时的生活乐趣，老年也有老年的生活境界，如果把老年生
活比作一幅画，我想，它应该是一幅意境深远的山水画，笔墨简
练，情思高远；如果把老年生活比作一杯酒，它应该是一杯浓郁的
陈年老窖，醇厚细绵，回味悠长；如果把老年生活比作一棵树，
它应该是一棵久经风雨、顶天立地的大树，虽有苍郁匆匆，却
仍生机无限……
所以，无论是知命、花甲亦或古稀、皓首、耄
耋……都挺好，都值得珍惜。时光匆匆，慢慢来，不
要着急，别错过每一分喜悦、每一寸日光、
每一缕春风，如果来不及年轻，那
么就请认真地老去。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力力 摄摄

初冬 1 1月周日早上五点，天还没
亮，与几位摄影师相约到裕安区江店
镇林水寨拍日出。

根据气象预报，林水寨的日出大
约早上6时 4 0分左右。从六安城区出
发近40分钟的车程，我们到达林水寨
农业生态园。一下车，我就闻到了路
边田野里稻子成熟的味道，那是久违
的、熟悉的味道。此时天还没大亮，远
处的村庄、树木、田野显得隐隐绰绰。
黎 明 前乡村 的 安详与静 谧被或远或
近的一两声鸡鸣不经意地打破，晨曦
中的乡村开始慢慢地苏醒了。鸟儿们
也醒了，它们在树丛间扑棱着翅膀，
鸣声上下，或清越或婉转。

天慢慢地亮了，地平线上开始出

现微红的薄边，像宣纸浸湿了红，慢
慢地向上洇染。天边没有丝丝缕缕的
云，显得格外洁净，此时洇染的面积越
来越大，色彩也越来越浓，红得越来越
纯正，远处的村庄、树木、田野、池塘和
河道都沉浸在一片祥和的暖色之中。
慢慢地，那暖色越来越浓烈，像烧红的
钢水倒在地平线上，映红了天边。

“太阳 马 上 就要出 来了！稍纵即
逝啊！”摄影师王总一边说，一边升起
无人机。我没有先进的摄影装备，只
好拿起手机对着日出的方向。此时，
太阳从地平线上探出头来，火红火红
的，像一块烧红的铁饼，远处的各种
参照物都披上了金灿灿的盛装，不等
你去好 好欣赏 ，太阳 就一下子跳起

来，喷薄而出，像是挣脱了地平线下
的束缚一样，霞光万丈，令人震撼！日
出的美，我第一次有仪式感地观看，
不光是它的耀眼色彩，最主要是它的
稍纵即逝。

霞光下的林水寨，一切都是欣欣
然的样子。小桥流水，宛若江南，我们
徜徉在田间的小路上，路边鲜花盛开，
夜露深重，在阳光下折射出凌凌的暖
光，田间河渠纵横，不时有鱼儿跃出水
面，稻田一片金黄，稻穗以成熟谦卑的
姿态向养育它的土地躬身致谢。

总共1200多亩的“林寨雪稻”生长
周期长，有2 10多天，据生态园的营销
总监左经理介绍，他们用的是淠河支
流的水，清洁无污染，从秧苗下田到收

割，田间水位全是自动化系统控制。秧
苗生长季节，田间水位上升，鱼儿在稻
田游弋，稻田鱼有除草、松土、捉虫等
功效；田间也竖起了一根根太阳能灭
虫灯，夜间一盏盏点亮的荧光灯诱捕
稻田害虫；稻田不用化学肥料，实行休
耕制度，不至于过度透支土壤的肥力，
这一切保证了农田生态系统的良性发
展。

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的
高材生左经理向我们娓娓介绍她的农
业生态园，从秧苗下田、水位自动化控
制、稻田养鱼、施肥、无害化灭虫、雪后
水稻收割到订单式的销售，滔滔不绝，
如数家珍。这位干练的山东妹子能够
放弃优渥的城市生活，扎根基层，扎根
农村，勇气和决心是令人敬佩的。

我们移步换景，不知不觉来到生
态园的接待区御龙湾，江南水乡的设
计，亭台古色古香，河道映带左右，曲
折 环。在这里，左经理为我们准备了
丰盛的田园早餐，白米粥、烤红薯、土
鸡蛋、油条和农家小菜。陶醉在这般田
园景致里最自然的餐食，发乎心底的
惬意！

太阳暖洋洋地照在身上，我们坐
在磨盘 为基的 圆桌上享用着田园早
餐，喜鹊在枝头“喳喳”地叫着，四周是
金黄的稻田，从左经理自信的脸上我
们看到了智慧现代化农业给新农村建
设注入的美好与幸福。

她笑得很甜，难怪有人说世间最
美的花儿就是人的笑脸。我们相约下
雪时再来看日出，看“林寨雪稻”的收
割。

在 霍 山
县 城 开 店 谋
生 已 有 十 来
年 了 ， 专 业
是 做 厨 师 。
因 为 从 小 在
山 里 长 大 ，
所 以 对 山 水
格 外 钟 情 。
闲 暇 之 余 ，
除 了 看 看
书 、 写 写 文
字 ， 最 大 的
爱好就是逛逛霍山的山山水水，顺便让大自然的芬芳浸染掉我的一身油烟
味。当然了，毕竟随时要准备着“为人民服务”，所以也只是在近处转转。
好在霍山有山有水、山水相依，到哪都是景致。真要说去得最多的，莫过于
幽芳河一带了。

南岳山下，文峰塔边。幽芳河，多么有诗意的名字！没有大河的波澜壮
阔，没有大江的气势磅礴，河水清澈碧绿，好似看尽人间世态的眼眸，深邃
而迷人。又像是一个来自远处山里的小姑娘，静静地穿过城市的嘈杂与喧
嚣，给我们带来一丝山野的恬美与宁静……

儿子的小学阶段是在幽芳河边的城关小学读的。那六年的时间几乎每天都
要从河边经过。虽然不乏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但眼中最多的还是那小河流
淌、柳绿花红，牵着孩子的手走在岸边的路上，心中充盈着满满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清晨的幽芳河跟刚睡醒的孩子一样，懒洋洋地流淌着，淡淡的白雾薄薄地
铺在水面上，初升的太阳洒下点点金黄，让本就波光粼粼的水面更显灵动。
最美的是在三四月份，岸边芳草茵茵，如烟的绿柳随着微风摇曳着枝条，绽
放的桃花一团团一簇簇，红的、粉的、白的映衬着小河……此时潺潺的水声
夹杂着花儿的芬芳，让你心旷神怡。时不时还会飞来几只白鹭在你面前濯足
起舞，加上那三三两两洗菜浣衣的、悠闲垂钓的，俨然一幅生机盎然、动静
相宜的水墨画！

太阳冉冉升起，河面的薄雾也渐渐散去，洗衣服的也差不多都回去了，只
留下几个享受悠闲的垂钓老人。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幽芳河，这里又恢复了暂
时的宁静，依旧热闹的还是那些穿梭在柳条间的鸟雀，不知疲倦地叽叽喳喳
闹个不停……静静的水面倒映着一旁高耸的文峰塔，塔下的河面上架着一座
拱桥，千百年来他们接受着风雨的洗礼，一直这样相依相伴，诉说着岁月的
沧桑，默默地见证着霍山这座小城的变迁！

黄昏来临，太阳渐渐收去最后一抹余晖，城市又渐渐热闹起来。放学的孩
子们沿着幽芳河边愉快地唱着跳着；一些体育爱好者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旁
的体育馆里开展着业余时间的竞技娱乐。随着夜幕将临，河边的餐馆也开始
火热起来，时不时地便会闻到一股菜肴的诱人香味。闪烁的霓虹广告灯照亮
着河面，伴着微风拂过，月亮升起，情侣们牵着手漫步河边，悄悄地说着情
话……五彩斑斓的幽芳河给这座城市的夜晚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幽芳河是温柔的，她从大山中款款而
来，袅袅婷婷，微笑着静静地在我们身边流淌着，带走生活的疲乏，抚慰着
我们纷乱的心灵；幽芳河是善良的，她胸怀宽广，默默无闻地滋养着附近的
万物与百姓，包容着我们对她所做的一切；幽芳河是坚韧的，冬去春来，年
复一年，任凭风云变幻，她始终守候
着我们，守候着这座城市，直到永
远。

太阳缓缓升起，新的一天又到
了，我穿过那熙熙攘攘的街市，再一
次来到美丽的幽芳河畔，向着她来的
那个方向凭栏远眺，贪婪地享受着她
带来的这份清新……

我家栽种了许多观音树。每到春
天，观音树长出叶子后，就可以做观
音豆腐了。观音豆腐虽然好吃，但是
并不容易做成功。不过，对我们家而
言不是问题，我爱人是做观音豆腐的
高手。

做观音豆腐的时候，先采一些观
音树叶，用清水洗净，然后放进适量
的凉开水中反复揉搓，把树叶中的汁
液揉出来，再用干净的纱布过滤，去
掉渣滓，留下浓浓的汁液备用；将适
量草木灰用凉开水浸泡，搅拌，待沉
淀后将上面的水用细纱布过滤，取得
澄清的草木灰水；用手搅拌汁液，同
时慢慢加入草木灰水，渐渐的，汁液
就凝固成豆腐状，观音豆腐就做成功
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水
量、汁液和草木灰水的浓度没有把握
好，失败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吃观音豆腐，调料是关键。将做
好的观音豆腐划成小块，把食盐、麻
油、香醋、蒜泥、辣椒油做成的调料
浇在上面，这样就可以一勺一勺地食
用了。如果不怕费事的话，把炒熟的
花生米压碎放进调料里，味道会更
好。观音豆腐带着浓郁的清香，吃起
来滑嫩爽口，沁人心脾，让人不肯释
勺。

观音豆腐的营养价值极高，在已

知植物中粗蛋白含量名列前
茅；还含有膳食纤维、叶绿
素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
素，以及人体所需的多种
氨基酸，还有清凉下火、
润肺明目、解毒、活血、
降压的药用功效，长期食
用保健效果显著，被誉为
“森林蔬菜”。

说起观音豆腐的由来，还
有一个与金寨有关的神奇传说
呢。相传明朝洪武年间，河南有一个
叫杜谦的员外。他自幼行善，家里人
丁兴旺，人称杜善人。可好景不长，
适逢中原连年大旱，颗粒无收，灾民
无数。杜员外因救济灾民，散尽家
财，被迫举家往大别山迁徙，寻求安
身活命之所。一天，他们一家来到安
徽与河南交界的长江河边，只见滩涂

宽阔，河水清澈，四面环山，杜员外
决定在此定居。不久粮食即将吃完，
新种的庄稼还没成熟，附近的野菜也
被采摘得所剩无几，眼看生活难以为
继。杜员外好不焦急，只得亲自去找

吃的。这天早上，他沿河而上，一直
走到午后，也没找到吃的，又饿又
困，就躺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迷糊
中，看见一老妇人从一种树上采来树
叶，在他面前揉搓加工，做成了绿色
的豆腐，还送给他一碗吃。他正要感
谢，却见那老妇人化身观世音菩萨，
脚生祥云而去。杜员外连忙起身参

拜 ， 谁 知 一 下 从 石 头 上 滚 了 下
来…………原来是一场梦。他心想

这肯定是神仙点化，于是他
顾不得饥饿，赶紧凭印象
找树叶，一转身，发现
他刚才睡觉的石头旁就
有好多这种树，他便采
了叶子，回去按老妇人
的操作方法，还真做成
了豆腐。杜善人又把这

个方法传给乡邻，人们就
靠这种豆腐度过了春荒。因

是观音点化，他们就称这种食
品为“观音豆腐”，这种树也被称

为“观音树”。
由于观音豆腐营养佳、口感好，

现在不少人开始种植观音树，并将观
音豆腐制成不同的品种，销往全国各
地，让城乡人民都能享受到这道美
食。

幽幽芳芳河河畔畔漫漫步步
李贤龙

晨晨曦曦林林寨寨
周周长长春春

神神奇奇的的观观音音豆豆腐腐
杨兆宏

漆漆威威 摄摄

二二胡胡声声声声曲曲悠悠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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