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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宁老年大学组织召开全市社区老年学
堂建设推进会，各县（市、区）老年大学按照济宁老年
大学制定出台的《关于在全市推进社区老年学堂建设
工作的指导意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社区老年
学堂建设，在丰富社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社区
治理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学校牵头在任城区古槐街道、济宁高新区洸河
街道和太白湖新区许庄街道试点推进社区老年学堂
建设，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撬动了全
市社区老年学堂建设的蓬勃健康开展。”济宁老年大
学校长崔德路告诉记者，目前，全市社区老年学堂参
学人数达3万人，涵盖声乐、书法、面点、母婴护理、

太极拳等课程。
任城区探索多元化老年教育路径，大力发展

社区老年教育，建设一核双翼多区域办学模式，打
造辐射城乡的办学网络。太白湖新区则秉持“下
沉基层、灵活办学、融合发展”理念，成立济宁老年
大学太白湖分校，在13个社区开办老年学堂，开
设优质课程和特色活动，受到老年人和社会各界
的一致好评。

据悉，济宁老年大学将持续实施老年教育延链、
补链、强链计划，优化基层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打造
更多“家门口的老年大学”，全年力争实现城市社区
老年学堂覆盖率超50%。

傍晚时分的调解室又变身“道德讲堂”，“五老”用
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化解家庭纠纷、推进移风
易俗、涵育文明乡风，“以和为贵、德化人心、邻里和
谐”已经成为活跃在调解一线“五老”的价值取向和追
求目标。

今年初，某村小王满脸沮丧地来工作室求助，自述
自己新婚不久，骑电动车载着媳妇小朱回娘家，路上遇
到小王的同学，停车打了招呼，同学看二人过得和美，
羡慕地说：“你们真幸福。”小王却随口应了一句：“凑合
吧。”引来了妻子小朱的不悦，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小
王赶紧去追，在丈母娘家又被骂一顿。十几天了，新娘
子没再回家，爹妈急了，逼着小王去接媳妇。听了小王
的陈述，工作室代表邓广顺联系当地村干部，把小朱及

家人请到工作室。“经营幸福婚姻和家庭是门学问，根
据当时的场景、小王说话的语气，他并无恶意。”邓广顺
诚恳地劝解小朱原谅小王的用词不当，又教育小王要
尊重妻子，顺便“科普”了相敬如宾的典故，经过耐心劝
导，小两口最终恢复了往日的甜蜜。

“这些老同志就像行走的村史馆，既熟知政策法
规，又懂得乡规民约。”颜店镇分管负责人对记者介
绍，工作室成立以来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
上交”。夕阳余晖中，几位老人又在准备明天的调解
方案，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民情民意。这些银发调
解员用岁月沉淀的智慧，在家长里短中守护着古镇的
和谐脉络，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乡土中绽放出独特
光彩。

乡风文明的“银色”灯塔

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绘画专业的
陈婧，2018 年进入老年大学后，也曾面
临意想不到的挑战。

“老人们常把‘手抖眼花’当作挡箭
牌，其实需要的是打破心理壁垒的钥
匙。”陈婧翻动着精心设计的教案对记
者说，传统美育模式难以适配老年人
的认知特点，前期教学时，她敏锐地发
现了这个问题，经过半年的教学实验
后，她创新推出“分层递进”教学体系，
将素描、彩铅、水彩等课程分解为“基
础认知、技法突破、个性创作”三阶段，
素描课从“握笔姿势”到“透视原理”拆
解为 12 个训练单元，彩铅教学引入色
阶渐变的“彩虹九宫格”记忆法，水彩
课程则以“湿画法”替代需要精准控笔
的工笔技法。在基础认知阶段，学员
通过触摸不同纸张、观摩名画局部临
摹建立直观感受；技法突破阶段引入

“分解式训练”，将复杂笔法拆解为可
重复练习的单元；到了创作阶段，则鼓
励学员从生活取材——窗台上的绿植、
孙辈的童趣涂鸦皆可入画。这种“小步
快走”的模式，让零基础老人最快三个
月就能独立完成完整作品。

目前，陈婧已累计培养学员 300 余
人次，其耐心细致的教学风格与“不设
限”的育人理念，让许多老年学员成为
自己孙辈的“艺术启蒙师”。夕阳透过
教室的纱帘，在宣纸上投下斑驳光影。
看着二十余位银发学员专注作画的模
样，陈婧轻轻调整了一位老人的握笔姿
势说：“艺术是跨越年龄的心灵语言，只
要愿意拿起笔，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
己的艺术语言。”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五老”工作室里的夕阳智慧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通讯员 束婧冉 李绪法

近日，兖州区颜店镇“颜店一家亲”“五老工作室”里，八旬老人张逢东正被几位村民围着说理。桌
上茶香袅袅，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原本剑拔弩张的邻里纠纷，在谈笑间逐渐化解。如今，这间工作室已
成为当地群众化解矛盾的“心灵驿站”。

该工作室充分遵循“法为上、礼为先、和为贵”理念，发挥农村老党员、老教师、老模范、家族中的老
前辈、退休返乡的老干部等群体，在处理农村小案件、小纠纷、小隐患、小问题方面的积极作用，有效化
解了诸多纠纷。

济宁老年大学书画教师陈婧：

用画笔托起夕阳红的艺术梦

打造更多“家门口的老年大学”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地界纠纷看图纸，家长里短看情理。”调解员王
转运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这样的心得。在基层摸爬
滚打几十年的“五老”深谙，农村矛盾往往起于“一尺
墙、三分地”，根子却在人情世故里。调解人员在遵照
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靠前一步”中发现矛盾纠纷中
的关键点、突破点，从民间“老理”出发，用春风化雨的
方式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成为基层议事决策和社会
事务管理的有力助手。

某村村民小梁因砍伐了屋后的一棵树，与邻居大
妈吵得不可开交。小梁说树在他家屋后就是他的，邻
居大妈说树是她栽的，地是生产组分给她的撂荒地。

村组干部多次出面调解，无奈当年分地的底单找不到
了，无法界定树到底归谁。双方互不相让，给生活造
成严重影响。小梁来到工作室，找到了张逢东和王转
运。经过与村干部的沟通得知，邻居大妈此举是因为
生小梁的气。原来两家关系很好，当年小梁家困难，
邻居大妈没少伸出援手。小梁父母过世后，小梁由于
时常早出晚归，疏于维系邻里关系，让邻居大妈产生
了误会，两人之间产生了嫌隙。弄清事情的来龙去
脉，老张对小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老王联系村组干
部与小梁一起带着礼品登门道歉，终于让双方当事人
打开“心锁”，最终言归于好。

情理法交融的调解智慧

调解矛盾看似是一个“老课题”，实则是一张“新试
卷”。如何才能高效“定分止争”？调解人员有着自己
的一套办法，他们既注重依法调解，同时也注重依情调
解、依理调解，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他们独创的“人熟
暖心、事熟安心、理熟得心”工作法，对各种矛盾纠纷号
得准“脉”、开得了“方”，让调解既有法度又有温度，从
而提升了矛盾化解成功率和调处结果公信力。

去年秋收时，村民老陈翻建房屋擅自挪动地基，
导致与后邻大李家产生十公分宅基地纠纷。两家从
互帮互助的好邻居变成见面眼红的“仇人”，村干部多
次调解未果。“五老”调解员罗光玉、王传民带着卷尺
实地丈量，又翻出二十年前的宅基地分配台账，最后
用“让出三尺成六尺巷”的典故劝和，老陈理亏在先，
同意主动补偿损失，两家人重拾往日情谊。

“三熟三心”解千愁千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