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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安安老老年年大大学学协协办办

六六安安老老年年教教育育

本报讯(记者 宋金婷)自1990年9月县老年
大学正式成立以来，舒城县老年教育工作在省、
市老教部门正确指导和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
视下，坚持开拓创新、积极进取，逐渐发展壮
大。到2022年底，全县老年(大学)学校发展到
463所，其中县老年大学1所、乡镇老年学校42
所、村(社区)老年学校371所、县直老年大学联
校分校21所、教育系统分校28所，村、社区建
校率达91 . 8%以上。全县参学老人总计36756
名 (不包含参与远程教育和老年社会教育人
数)，占全县19 . 22万老人总数的19 . 04%。全县
共有各种学习社团、团队199个，志愿者团队
387个，志愿者人数4650名。全县共有老年学
校教师842人，拥有省、市、县三级示范校90

所，其中省级示范校8所。通过老年教育工作的
全面开展，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增强。
舒城县老年教育工作与县老年大学实行

“管办分离”体制。即在县分管领导的统一领
导下，县老教委侧重负责全县老年教育的组
织、协调、督查、指导工作。各乡镇和县直部
分主管系统也相继成立老教委机构。经过多年
的艰辛努力，目前全县老年教育发展呈现出
“两个基本形成”和“六个有”的格局。即：
基本形成以县老年大学为龙头的县、乡、村
“三级”老年教育网络基本形成老年学校教
育、老年远程教育和老年社会教育“三位一
体”的老年教育体系。“六个有”即：有一定

的办学规模；有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化办学
格局；有一批省、市、县三级示范校；有一些行之
有效的制度和措施；有一支相对稳定的办学队伍
和办学经验；有一批红色教育等教学实验基地。

舒城在全县基层老年教育工作中首创“村校
321办学”模式，即“三个为主”：学员队伍以村中
老党员、老村民代表、老村民组长等五老为主、教
学活动以老人需求和新农村建设任务为主、教师
以能者为师和远程教育课件为主；“两个结合”：
村校班子与老年协会组织结合、教师讲课与学员
实践体验相结合；“一个共享”：村校办学资源与
社会资源共享。“321办学模式”在全省老年教育
工作大会上作经验交流发言，受到省老年大学协
会领导的肯定。

舒城：

“321”办学模式提质又增效

6月中旬，仲夏时分，刚走进舒城县城关镇
中大社区老年学校，就听见悠扬的歌声从院子
里传来，老人们吹拉弹唱，好不热闹。“政府给
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大家伙在一起越唱
越有劲，我们戏曲队年龄最大的老人89岁
呢。”戏曲队老师薛晓光说。

据了解，中大社区位于老城区，老龄人
口多，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占17 . 6%，有3
位百岁老人。重视、支持和关心老年教育工
作是社区‘两委’的本份事，真正做到思想
认识、工作安排和措施落实上“三个到
位”。成立以社区退休老书记为校长、群娱
协会会长为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为教导主
任、文书为总务主任的老年学校领导班子，
做到有人管事和有人办事。有老年学校校
牌，老年学校面积150平方米，办学场所可
容纳100人，学校管理制度、学员守则等上
墙。目前有87名学员队伍，有学习计划安
排。坚持寓教于乐，每年室内外教学活动不
少于10次。有简明教学资料档案，办学经费实
行实报实销，有老年远程教育的设备和器材，
并积极开展老年远程教育活动，方便老人就近
学习。有65名老年学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成
立夕阳红戏曲队、乐龄棋牌健身队、春华舞蹈
队、爱乐乐团等文体娱乐团队，社区老年广场
舞团队多次在县举办的广场舞大赛中取得名
次。每天下午，夕阳红戏曲队、乐龄棋牌健身
队、春华舞蹈队都在社区开展活动，爱乐乐团
每周六上午在社区开展活动。同时与六安市

“三社联动”试点工作相结合，开展老年人喜闻

乐见的文娱汇演、健康义诊话重阳等活动。
此外，中大社区还着力打造社区乐享老年

之家品牌，为老年提供吃、乐、教、养、学一条龙
服务，受到社会和老年朋友的认可和欢迎。“我
们社区的老年助餐点去年6月30日正式开业，
是舒城县首家老年助餐点。唯一追求就是让老
年人在这吃得放心开心开胃。目前，每天中午
有70人左右在这里就餐呢。”中大社区书记叶
俊梅向记者介绍。社区乐享老年之家，为老年
人服务实现“六到”，即：娱乐到社区、阅读到社
区、康养到社区、咨询到社区、就餐到社区、需
求到社区。

通过不懈努力，中大社区老年教育等各项
工作取得长足的进步，先后被授予第四届和第
五届“六安市文明社区”、2020年“城市基层党
建市级示范社区”、2021年“全省示范性老年
友好型社区”和全省“十佳书香社区”，2021
年度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2022年“全国示
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荣誉，2023年被授予
县级示范老年学校。

乐享老年 秀出风采
——— 舒城县城关镇中大社区老年学校侧记

本报记者 宋金婷

66月月1166日日，，舒舒城城县县城城关关镇镇中中大大社社区区里里老老年年学学员员们们弹弹琴琴唱唱戏戏好好不不热热闹闹。。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袁袁洁洁 摄摄

舒城县城关镇七星村共有15个中心村民组，
人口3089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557人，占
总人口的18%。村里每年从集体资金中为村民缴
纳各项费用达20多万元，其中村集体缴纳60岁
以上老年人银龄安康保险费达3万多元。村集体
年收入206万元，名列全县前茅，2021年度七星
村被县委、县政府授予全县“经济强村”的荣誉称
号。

七星村从2007年开始办学时，就探索出一
条办好村级老年学校必须坚持制度优先的原
则。坚持多项制度：村老教委学习制度、工作

制度、会议制度、调研学习制度、督查汇报制
度等；坚持办学方针：做到老有所学、老有所
乐、老有所教、老有所为、以学促为、学为结
合；坚持校训校风：做到政治坚定、文明向
上、勤奋好学、尊师爱教、遵守校规、和谐融
洽、学为结合、快乐健康。此外，还坚持校内
上课与校外活动相结合。

“多年来，我们村一贯坚持尊老爱老活动，老
龄人是我们村难得的宝贵财富，他们当中的老党
员、老村民代表、老干部和老教师都是我们的学
习榜样，有着丰富文化知识和实践经验。” 七星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赵支银告诉记者，如何才能使
这些宝贵财富为七星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发挥
余热，是村‘两委’值得研讨的问题。“村‘两委’高
度重视老教事业发展，经常邀请老同志来村为我
们讲课，为我们传授宝贵经验，通过交流使我们
受到很大启发，同时得知有些老同志年老体弱多
病、行动不便，我们也主动上门为他们服务，并送
去营养品和慰问金等，比如端午节前夕，我们村
联合安徽博爱公益基金会，为村孤寡困难老人送
去被子和日用物品，使他们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关
怀。”

七星村充分发挥“五老”学员在重点工程建
设方面的作用。2017、2018两年的城东棚户区改
造范围征迁，是舒城县历史上少有的一次重点工
作，在征迁工作中，很多老党员、老村民代表和老
组长，不但自己率先签订征迁协议，还大力宣传
政府的拆迁安置政策，动员自己的子女、亲属、左
邻右舍，积极与政府签订征迁协议。通过他们的
率先垂范，使城东棚户区改造征迁项目顺利开
展，并在规定时间内提前完成征迁任务，而且非
常平稳。2018年、2019年大面积征地，老同志们
也同样发挥带头引领作用，共征迁2100多亩，
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特别是今年五月份启动鹿
起尚城小区安置房分配工作分配房屋的套数最
多、房源种类最复杂，既有国有门面房，也有国
有住宅房，还有政府代建房，既有集体门面房，
也有集体安置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项民
生工程。为了能够把好事办好，平稳顺利地把
1700多套安置房分配拆迁户手中，城关镇抽调
130多精干人员组成7个安置房分配工作组，设
有疫情防控保障组、政策咨询组、资格审核组、
选房组和结算组等。镇主要负责人一线指挥，镇
村干部团结一心、起早贪黑，老同志们通力协
作，这么多套房屋，仅用一个星期时间平稳顺利
完成分配任务，其中最高峰一天分配300多套
安置房，而且没有一户因安置房发生矛盾和产
生不稳定因素。“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
宝。对于我们村这个大家庭来说，也是一样，有了
这群可亲可敬的老年人，我们更有福气。”赵支银
欣慰地说。

老有所为 发挥余热
——— 舒城县城关镇七星村老年学校侧记

本报记者 宋金婷

66月月1166日日，，舒舒城城县县城城关关镇镇七七星星村村保保健健卫卫生生课课上上老老年年学学员员认认真真听听卫卫生生常常识识。。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袁袁洁洁 摄摄

“最近一段时间，小患者比较多，咱们要更加耐心细
致，尤其要做好用药核对……”6月19日下午，见到皖西
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市二院)护理部副主任史晓娟
时，她正在儿科输液大厅和护士们交代着近期的护理注
意事项。

身材娇小，皮肤白皙，说话时眉宇间荡漾的温和会不
由地感染身边的人。这是史晓娟给人的第一印象。从事护
理工作23年，从普通护士到护理部副主任，从临床一线
到护理管理，岗位在变，但初心不改。在不久前的庆祝“五
一”暨劳动竞赛总结大会上，史晓娟被授予市级五一劳动
奖章。

择一业，精一事。2000年，史晓娟从六安卫校护理专
业毕业后，怀着满腔热情投入护理事业。那时候，大家对
护士的印象还停留在“打针输液”上。面对饱受病痛折磨
的患者，护理技术局限的现实深深地刺痛着史晓娟的心。
为了提升业务能力，她除了细心观察前辈操作，更是利用
休息时间充电学习，从反复琢磨护理心得、不断学习护患
沟通技巧、精进护理技术，到在护理实践中总结经验、取
长补短，执着中满是对护理工作的热爱与坚守。

2008年，史晓娟来到当时的市二院，成为妇产科的
护士，这对她来说是一份全新的挑战。“金眼科，银外科，
累死累活妇产科”，虽是一句笑谈，却也是妇产科护士职
业的真实写照。妇产科的工作忙，任务重，责任大，不仅关
系到母婴的生命安全，还关系到一家人甚至是几家人的
忧欢。各种基础护理，临时医嘱执行，还有不知道什么时
候会分娩的产妇，繁杂的工作永远都做不完。面对有限的
人手、艰苦的条件，史晓娟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倔劲
儿”，慢慢成长起来。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地震。电
视中播放的震区新闻，让史晓娟揪心不已。当得知安徽省
要组建医疗队前往灾区救援时，她第一时间报了名。“那
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去，哪怕只是搬搬石头!”
史晓娟坚定地说。而在那时，她的父亲刚过世不久，妹妹
6月就要高考。

到达灾区后，卸载带来的医疗设备和药品、搭建帐
篷、接自来水，全部都是自己完成。物资有限，3名女
护士住在狭小的帐篷里，累了，就在两张拼接的小床上
挤一挤。“那时候，每天都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进山巡
诊，强震过后，原本就陡峭的山路裂开了缝，有的大石
块感觉就悬在半空中，余震一来，碎石滚落。”史晓娟
回忆说。

从5月22日出发去灾区，到6月25日顺利完成救灾
任务返回六安，整整34个日夜，虽然有艰苦生活的磨
练，有巡诊途中的艰险，但能为灾区人民尽上一份力，
对于她来说，情感上是欣慰的。

凭借出色的能力，2013年，史晓娟担任妇产科护
士长。那年正赶上医院“二甲”复审，白天要完成繁重
的护理工作，到了晚上，还有一大堆的材料需要整理。
史晓娟和科主任一起带领全科人员按照所涉条款梳理
“二甲”工作任务清单，认真按时按量完成分配的各项
任务。2014年，医院又着手“安徽省爱婴医院”创

建，主要准备工作也由妇产科承担。史晓娟带领她的团
队牺牲休息时间，积极准备、团结协作，配奶间、孕妇
学校、母乳喂养咨询室、健康教育……经过大家的不懈
努力，不仅申报成功，完善的配置还获得了专家评审组
的高度评价。

除了对工作高度的责任心，史晓娟还是一个追求完
美的护理工作者。除基本的医学专业知识外，她还会利
用大量业余时间去了解医学新动态，不断地更新知识。
即便是在身怀六甲之时，为了迎接单位的年终考评，她
仍然坚持每天学习至深夜，并取得全院第一的好成绩。

作为护理管理者，除了要做好常规护理工作外，还
需要对特殊病人进行特殊护理。2015年，一名患有精
神疾病的产妇产后拒绝下床，拒绝进食，有时还会歇斯
底里的吵闹。就在产妇家人束手无策的时候，史晓娟得
知了情况，亲自护理这位特殊的产妇，以自己生产及育儿
的亲身经历来给产妇做心理疏导，亲自给她喂饭，扶她上
卫生间，帮她擦洗身体。慢慢地，产妇越发听她的话了，跟
家人的沟通也多了。出院后两个月后的一天，这位产妇特
意来医院找到史晓娟，并告诉她，宝宝又长大了，她自己
也准备出去打工了。

2019年，史晓娟正式担任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对她

而言，变化的是岗位，不变的是那份始终为患者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抗疫3年，史晓娟更是冲锋在前，以身作则。逆
行出征驰援上海，连续奋战52天，和安徽援沪医疗队的
队员们一起累计救治感染者万余人。参与援宿医疗队，并
作为宿州市方舱医院的舱内组长，带领护理团队坚守16
个日夜，用心护理好舱内每一个病人。距离隔离点10分
钟路程，就是史晓娟的老家，因为疫情3年未见的母亲想
来看一看女儿，可考虑再三，史晓娟还是阻止了。

“说实话，这么多年我觉得最对不住的就是亲人。”说
到这儿，史晓娟的眼睛红了。2007年，她在宿州老家的父
亲突发脑溢血，因为工作史晓娟不能在床前尽孝，如今，
面对孤独的妈妈，她也不能经常抽身回老家探望。还有正
在上初中的女儿，早早学会了独立。“一个人的精力毕竟
有限，分给工作的时间多了，留给家庭的就少了。”史晓娟
说。

一袭白衣，一顶燕帽，扛着守护生命的重任。在不少
人看来，史晓娟是不知疲倦的陀螺，但她终究不是超人，
也会疲惫、会生病，“我自己也经历过几次手术，因此，也
更能体会病人的感受。”史晓娟说。对待工作，她有自己的
秘诀：“把工作当成家务，把病人当成亲人，有这样的心
态，工作起来就会觉得满足和快乐”。

平 凡 岗 位 别 样 芳 华
——— 记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皖卫附院护理部副主任史晓娟

本报记者 李珊珊

本报讯(罗小明 杨烨)6月19日，裕安区召开2023年度全区妇幼健
康与家庭发展业务培训会，总结2022年妇幼健康与家庭发展工作取得的
成效、分析当前形势，交流工作经验，研究部署2023年全区妇幼健康与家
庭发展重点工作，并对相关工作进行培训。

会议指出，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
的原则，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构建更全面更完善的支持体
系，继续做好优生优育工作，增强人口素质，推动政策落地见效。

此次培训专门邀请了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高的业务能手授课，
培训课程生动有趣，讲授有重点、有特色、有亮点，针对性、实战性、实效
性强。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很受启发，开阔了眼界视野，提高了业务水平，在
以后的工作中也将更加注意工作细节，推广经验，补足短板，推动工作再
上台阶。

舒城讯(廖一帆)6月21日夏至日，也是舒城县中医院“冬病夏治”三伏
贴正式开贴之日。当日上午7时许，该院针灸推拿科诊室外候诊的人群排
起长队，等待敷贴。

“哪里不舒服？”“第一次贴吗？”“往年贴过效果怎样？”……现场，医
生一边询问着就诊人员，一边针对不同症状在相应穴位敷贴上药丸。“在
我们科室调理多年，坚持三伏贴的患者有很多。”据该院针灸推拿科主任
王稳林介绍，“三伏贴是利用夏季气温高、人的机体阳气充沛、体表经络中
气血旺盛、疾病发作缓解的有利时机，通过中医体质辨识后，在相应穴位
上外贴药物来进行扶正培本治疗，以达到治疗、调养和预防疾病的目的。”

“三伏贴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妇产科、儿科、骨科等疾病均有很好疗
效。每年从夏至日开始，到末伏共贴五贴。错过夏至当天也不必担心，夏至
到初伏中的任意一天均可以贴第一贴。”该院针推科主任医师聂永全也在
现场向参与人员进行科普。

据统计，21日当天，舒城县中医院共完成“冬病夏治”300余人次。

霍山讯(张成)为切实保障食品安全，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近
日，霍山县下符桥镇食安办联合该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期间，执法人员对从业人员健康证、食品摆放区及后厨卫生环境、食
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食品采购的进货票据等进行全方位检查，特别针对
市场售卖的粽子、绿豆糕等食品，重点查看相关资质是否合规，生产日期、
保质期，以及生产企业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标签信息是否完整，是否存
在过度包装的行为，有无未明码标价、胡乱涨价等问题。针对发现的经营
不规范行为，责令经营者立即
整改，同时要求经营单位落实
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
品质量关。

通过此次检查，增强了辖
区食品经营者的食品安全意
识，减少了食品经营中存在的
安全隐患，营造了食品安全社
会共治的良好氛围。

史史晓晓娟娟和和产产妇妇分分享享新新生生的的喜喜悦悦。。 江江亚亚男男 摄摄

裕安区

开展妇幼健康业务培训

舒城县中医院

“冬病夏治”三伏贴开贴

下符桥镇

把好食品安全“入口关”

卫卫 生生 短短 讯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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