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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银发浪潮”遇见志愿服务

银龄力量绽放时代华章银龄力量绽放时代华章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在孔孟之乡济宁，有这样一群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银发志愿者”，用七年时光在社区巷陌间书写着新时代的雷锋故事。他们
身着红马甲，带着岁月沉淀的智慧与热情，将“老有所为”的人生价值融入社会治理的宏大图景。这支名为“老吾老”的志愿服务团，
不仅是我市老年群体参与社会建设的生动缩影，更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创新实践样本。

2018年6月，济宁老年大学的课堂上萌发
了一个特别的构想，能否让积累数十年工作经验
的退休学员们，在社会治理中继续发光发热？答
案是毋庸置疑的，济宁老年大学探索出“学员自
治+党建赋能”的特色路径，让“银发力量”在红
色旗帜下凝聚成攻坚克难的先锋队伍。

该校创新构建“总队、系（分校）分队、班级小
组、县区基层队”四级组织架构，10支系级分队
吸纳1800名学员志愿者，成为服务中枢；指导7
个县区老年大学建立特色队伍，形成覆盖全市
70%城市社区的服务网络。泗水县老年大学“乡
村儒学讲堂”每周六开讲，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

亮丽品牌；邹城市老年大学“银龄科技志愿服务
队”深入社区开展智能技术培训，助力老年人跨
越“数字鸿沟”。四级网络让志愿服务如毛细血
管般渗透到城市乡村的每个角落。

“我们就像精密齿轮，每个环节都咬合紧
密。”济宁老年大学职工徐梅展示着活动台账，
从社区巡演到纠纷调解，每个项目都有明确的
责任矩阵。这种组织化运作模式，让看似松散
的老年群体展现出惊人的执行力，七年时间，志
愿服务团累计开展活动190余场次，服务时长
超800小时，受益群众达10余万人次，培育出

“乡村儒学讲堂”“银龄讲师团”等特色项目。

济宁老年大学制定《志愿服务队伍组织架
构》《活动规范管理制度》等系列文件，实行活动
报备制与成效评估制，确保每场服务“有计划、
有记录、有反馈”。建立“阶梯式”培训体系，涵
盖志愿服务理念、专业技能、心理调适等内容。
与市红十字会合作开展应急救护培训，累计培
训骨干志愿者200人次；与企业联合开设月嫂职
业技能培训班，首期35名志愿者已持证上岗。

“以老带新”一对一指导机制，让服务经验实现

“传帮带”无缝衔接。如此一来，志愿者不仅有
热情，更有专业能力应对各类服务需求。

此外，该校还引入“时间银行”互助模式，低
龄健康志愿者为高龄、失能老人提供服务，时长
可兑换同等服务或生活物品。这一机制既解决
了高龄老人的照护难题，又让低龄老人的付出
得到认可，形成“今天我帮你，明天有人帮我”的
良性循环。志愿服务时长成为激励表扬的重要
依据，有效激发了学员的参与热情。

为响应“银龄助力社区治理”行动，志
愿服务队组织退休干部学员担任“社区七
大员”。鱼台县观鱼社区“邻里纠纷调解
员”年均化解矛盾80余起；任城区“文明
出行劝导员”在早晚高峰驻守路口，助力
打造“零闯红灯社区”。与服务团合作的
社区工作人员发现，经过系统培训的老
年志愿者展现出独特的服务优势，“他们
的人生阅历本身就是宝贵资源，在调解
家庭矛盾、疏导青少年心理问题时更具
亲和力”。

据统计，全市老年志愿者年均参与社
区治理活动超800场次，他们用丰富的人
生阅历和群众工作经验，成为基层治理的

“稳定器”和“润滑剂”。
品牌建设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美誉

度。与140多家单位建立常态化合作机
制，积极引进企业捐赠，形成“政府引导、
学校搭台、社会参与”的模式。从文艺演
出的舞台设备到智能培训的教学器材，社
会力量的加入让志愿服务如虎添翼，实现
了资源效益最大化。

银发力量“聚起来”

爱心接力“传下去”

城市温度“看得见”

七载耕耘，“老吾老”志愿服务团交
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累计服务10万
余人次，周边地市老年大学纷纷慕名前
来取经，济宁的“银发治理”经验正在全
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但更珍贵
的，是那些无法量化的印记——独居老
人窗前的笑语、留守儿童眼中的星光和
社区广场流转的歌声。

“老龄化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有待
开发的人力资源宝库。”济宁老年大学校
长崔德路的话掷地有声。当“银发浪潮”
遇见志愿服务，济宁的探索证明，只要搭
建好舞台，每个老年人都能成为社会治
理的主角，年龄从不是奉献的阻碍，银发
亦能成为文明的标杆。在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征程中，他们用实际行动书写着“老
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彩篇章。这支不
断壮大的银龄队伍，正用永不褪色的初
心，书写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夕阳虽
晚光芒万丈”的时代新篇。

夕阳工程亦是朝阳事业

志愿服务“活起来”

每到开学季，“红马甲迎新”便成为校园名
片，志愿者每年为超5000名新生提供报名引导、
教室导航等服务；“健康驿站”每日安排医护志愿
者值班，累计建立健康档案5000余份，随队保障
外出活动200余场，被学员称为校园里的“白衣
守护者”。这些贴心服务让老年大学不仅是学习
的殿堂，更是温暖的精神家园。

“银龄讲师团”还选派52名优秀学员志愿者
担任社区老年学堂公益讲师，课程涵盖书法、声
乐、养生等12类。截至2025年，该项目实现主城
区90家养老机构全覆盖，累计授课超3000课时。

在任城区南苑社区，64岁的王建华每周都
会准时出现在老年活动室。作为“银龄讲师团”
成员，她的声乐课总是一座难求。“退休之后的
生活，总要自己找点乐子。王老师非常专业，而

且教课的方法通俗易懂，我们一学就会。现在
没事儿我也喜欢录两首歌来听听，心情也会好很
多。”学员李大爷道出了服务团“助老为老”的服
务理念。

文化惠民始终是服务团的金字招牌。七年
来，这支银发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慰问演出190
余场，足迹遍及光荣院、残疾人康复中心及偏远
乡村。2018年至2019年，200名志愿者为千余
名老兵送上红色主题演出；2024年“情系养老
院 爱洒夕阳红”巡演覆盖49家机构，联动医疗
机构开展孤独症关爱等专项活动100场，惠及群
众10万余人。在第八届济宁牡丹文化旅游节
上，志愿服务团专场演出吸引超2万名游客，为
文旅融合注入“银发活力”。舞台上，他们是神采
飞扬的表演者；舞台下，他们是传递大爱的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