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审稿：宁煜 责编：张洋 版式：肖丽娟 总检：尹一冰 2024年5月16日 星期四

要闻

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当下的老
年群体除“衣、食、住、行、用”等实物需求
及健康、养老等服务需求外，他们还将目
光对准了艺术、体育、休闲、娱乐等“诗和
远方”的新需求。

面对老一辈的新需求，渐渐成长为大
人的年轻一代，主动牵起长辈的手，一如
当初他们教自己说话、走路那般，耐心且
温柔，用自己的所学所思，守护他们的夕
阳、充盈自己的青春。

5月14日，记者走进邵阳市老干部大
学，通过与 3 位年轻教师的对话，感受文
化反哺下助老新模式的无限活力，同时也
见证了一场代际弥合的双向奔赴。

“朝”和“夕”的相遇

对于刚来老干部大学执教的邹斌来
说，现在与学生还处于“磨合期”。

两个月前，学校里教声乐的老教师由
于身体原因，无法继续任教，1991年出生
的邹斌在同事的介绍下，接替其成为了新
任声乐课教师。

稚气未脱的年轻人，扎进一群爷爷奶
奶辈里当教师，面对的问题有很多。

刚开始授课时，邹斌还保留着面对年
轻学生的教学方式，尽力扮演好教师的角
色。从基础的乐理知识到发声练习，邹斌
从基本功教起，一点一点把知识“掰碎”，
企图让每个学生都成为专业的歌者。

然而，邹斌越是拿出教师的架势，教
学专业性越强，她与学生间的距离却愈发
疏远。

不少在老干部大学学习多年的声乐
班学生，习惯了之前的上课方式，对邹斌
的教法不接受，也就免不了将她与之前的
老师作比较。“有些学生在课堂上直接说
之前的老师是怎么练习发声或者怎么唱
歌的，要我学他。”邹斌坦言，最开始的时
候，有压力，也有些委屈，学生除了对教学
方法有意见之外，还有的反映教的歌曲不
好听、太难唱，甚至会当着她的面抱怨上
几句。

于是，年轻的女孩开始与其他老师探
讨，渐渐总结出适合老年人的教学方式，
变得更加耐心，也逐渐理解了这群学生内
心所想。

如今，邹斌的课堂多了一份温情。比
起一味地输出，她更鼓励大家提出自己的
想法、展现个人的风采。看到课堂上有学

生犯困，她会带着大家起来动一动、舒展
一下身体，课间也会参与到学生们的话题
中，聊聊家长里短、逸闻趣事。

“老干部大学的叔叔阿姨们和小朋友
很像，有时会匀一点你杯里的水，有时下
课还相约一起上洗手间，看到他们这种状
态，感觉又回到了曾经上学时的快乐时
光。”邹斌说。

更像学生的学生

每周二上午，邓沭阳都会准时出现在
普通话的课堂上。与日常工作不同的是，
这一天他的学生，是一群平均年龄六七十
岁的老人。

“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来教一群爷爷
奶奶讲普通话。”1995年出生的邓沭阳称，
来老干部大学教学，原不在自己的职业规
划中，平日里，他都是教小朋友讲普通话，
或辅导一些有普通话考级需求的年轻人。

老干部大学带有半公益性质，课时费
相对较低，带教的学生，有些年龄比邓沭
阳的父母还大。教老人们难不难？邓沭
阳笑了笑：“有时很费劲，有时也很简单。”

老一辈的普通话基础不好，地方口音
重，邓沭阳便会设计一些语言基础部分的
练习，比如气息、节奏、吐字发声等。“但一
直教这些东西，又会很枯燥。”于是，邓沭
阳变着花样，设置美文品读、绕口令练习、
即兴演讲等环节，增强课堂的趣味性。

“班里的学生一周只有一次普通话
课，他们每次都会提前半个小时过来，把
我上过的课程练一遍。”邓沭阳说，当下很
多年轻学生的学习，更像是被逼迫完成的
一项任务，而在这群老年学生的身上，他
感受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朝气，老人们学
习的冲动和积极性，完全超乎他的想象。

年轻学生们下课即消失，而在老干部
大学，只要有休息的空档，邓沭阳身边总
是围着一群好奇的老年人。“他们更珍惜
每一次享受教育的机会，每一届都是这
样。”邓沭阳坦言，在老干部大学执教的两
三年中，他的教育成就感被无限放大，这
种满足感不仅来源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还体现在自己的每一次付出，都能得到最
即时的反馈。

“邵阳人说话一般语速偏快，尤其是
普通话不标准的时候，外地人基本听不
懂。现在大家都反馈，他们出去旅游时，
少了很多交流上的障碍。”邓沭阳说，老人

们谈起这些时脸上洋溢的笑容，他一直都
记得。

她们治愈了我

“这里的学生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奶
奶。”2001年出生的任从容是老干部大学
的一名民族舞老师，同时也是这里唯一的

“00后”教师，私下里，她总会被学生们亲
昵地称作“孙孙”。

“在这里，我拥有双重身份，一是教
师，二是晚辈。面对长者，我对她们自然
是尊敬和爱护的，但作为教师，还是要确
保教学效果。”在真正接触到这群老年学
生之前，任从容心里直打鼓，对她来说，所
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但提起第一次来
老干部大学上课的情形，任从容却噗嗤一
声笑了出来：“我刚踏进教室就有一群学
生围了上来，她们问的不是学习，而是问
我有没有男朋友。”家长里短地一阵寒暄
后，任从容紧张的情绪烟消云散。

任从容是安徽人，在邵阳完成学业后
选择留了下来，虽然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一
起生活的时间不长，但感情十分深厚。身
在异乡被和自己爷爷奶奶一般大的老人
叫“孙孙”，任从容倍感亲切。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任从容对老年学
生们的情况不太了解，一套热身动作下
来，有的人脸上已经露出畏难情绪，也有
的在跟跳了几遍后就自顾自地走到一旁
休息，能够完整坚持一节课下来的人数并
不多。学生们虽然觉得动作有难度，但是
对任从容却十分包容，从来不会打断上
课。“给老年学生设计动作既要好看优美，
又得在她们的体能承受范围之内，往往
一个动作都要反复推敲。”任从容说，后
面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得知有些学生
的肩膀或者腿脚有病痛，更加被她们的
韧劲所打动。

“虽然和这些老年学生们相处不到半
年的时间，但她们是真的把我当亲‘孙孙’
了，动不动就给我送水果零食，甚至还给
我买早餐。她们的人生阅历很丰富，经常
教我一些为人处世的方法，跟她们在一起
后，我发现自己所认为的各种压力，其实
都算不上什么，最终都会过去的。” 任从
容从没想过，来到老干部大学后能够收获
这么多的温暖和感动，而这份温暖和感
动，也让任从容坚定了在老干部大学长期
任教的想法。

在老干部大学任教的年轻人
邵阳日报记者 易蓝 黄云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黄云 通讯员
刘元辉） “现在一键进入数字管控平台，
就可以直观地看到需要的数据和清单。”5
月13日，国网邵阳供电公司蔡锷供电所所
长刘旭鹏打开“配电网数字共享应用中心”
平台，查看全所的工作情况。

刘旭鹏介绍说，以前需要登录多个系
统，搜索不同的页面，还要再通过人工手动
记录、计算等，才能全面掌握情况。大数据
平台提高了工作效率，释放了班组活力，可
以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来优化安全生产和
供电服务工作。

今年以来，国网邵阳供电公司深入推
进现代班组建设，组建工作专班先后深入
14个基层单位的6类241个班组，与200余
名班组长等基层一线人员进行现场座谈，
广泛征集班组减负需求。

该公司从清理班组记录、资料、报表
入手，探索实践班组资料规范化、数字化、
信息化，建立班组资料电子档案。兼顾减
负和实用的双向需求，编制印发班组资料
规范管理清单和班组资料精简清单。目
前，该公司班组资料总数已由396项减至
189项，精简率达到47%，让班组一线员工
轻装上阵。

为切实解决班组信息系统种类繁多、
数据重复录入的问题，邵阳供电公司整合
班组应用的各类信息系统，为班组员工装
备移动数据终端，实现市公司、县公司、基层班站所三级数据
共享。从自动采集录入、软件App化、数据贯通和报表自动生
成等方面着手，优化各类信息录入形式，丰富完善功能应用，
充分发挥存量设备终端作用，全面提升班组数据管理的信息
化、实用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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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
秀丽 通讯员 胡蓉 刘斌
何春艳） 假期，对于市救助
管理站的全体干部职工来说，
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与担当。

“五一”期间，面对求助人数可
能攀升的情况，市救助管理站
工作人员在做好日常救助、及
时开展寻亲工作的同时，加大
对市城区主要街道、地下通
道、公园、车站、桥梁涵洞、废
弃房屋等重点区域和部位的
巡查力度，确保流浪乞讨人员
能得到及时发现、及时救助。

5 月 5 日，市救助管理站
在青龙桥上开展街面巡查时，
工作人员发现流浪乞讨人员
马某飞，他衣衫褴褛，生活窘
迫。早在市救助管理站巡查人
员初次发现马某飞在街头乞
讨时，劝导他入站就被拒绝。
但该站始终未放弃过他，已救
助过他多次，冬送棉衣棉被、
夏送清凉。在一次次关爱下，
马某飞的心扉逐渐打开。当
天，不愿入站的他被成功劝离
后返家。

5 月 4 日，70 岁的姚某宜
走失后再次被送到市救助管
理站，这已经是她第3次来到
站里接受救助。早在2020年，
姚某宜就因走失流落街头陷
入困境。幸运的是，她被市救
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发现。工

作人员为她提供了食宿、衣
物，还及时联系其家人，最终
帮助她回到家里。当天，在该
站工作人员的护送下，姚某宜
又得以顺利回家。

据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
员介绍，像姚某宜这样的受助
者还有很多。5月5日，老人黄
某庚走失后被送至市救助管
理站，距离老人上次被送来站
里仅隔了不到一个月。老人喜
爱出门散心，但经常忘记回家
的路。这次，在已经知道老人
的家庭住址后，该站迅速安排
工作人员护送老人至新邵县
陈家坊镇的家中。“每一份求
助都不应该被忽视，让走失老
人安全回家是我们心之所
盼。”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李亦
武说。

除老年人之外，来站里
求助的年轻面孔也不少。5月
1日，33岁的杨某因在邵阳迟
迟未能找到工作陷入困境，
主动来到市救助管理站寻求
帮助；5 月 2 日，34 岁的罗某
豪也因务工不着来到该站。
急救助者之所急，核实相关
情况后，市救助管理站第一
时间帮求助对象购买回家的
车票。对于临时遇困的他们
来说，一张返乡的车票承载
起浓浓的温情，足以重新燃
起对生活的希望。

市救助管理站

兜好底线 救好“急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
秀丽 通讯员 周志雄 李涛）
为全面加强敬老院的安全管
理，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
生，5 月 10 日，武冈市民政局
开展养老服务安全隐患全面
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确保各敬
老院安全有序运行。

此次排查，检查组重点检
查敬老院的消防设施、电气线
路、食品安全、卫生环境等方
面，并详细询问敬老院的安全
管理制度、应急预案以及日常
巡查记录等情况。

在检查过程中，检查组
发现部分敬老院存在消防通

道不畅、消防器材过期、线路
老化等安全隐患。针对这些
问题，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
意见，要求敬老院立即进行
整改。同时，检查组还向敬
老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宣传
安全知识，提醒他们要提高
安全意识，加强日常巡查和
管理。

武冈市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敬老院是老年人生活
的重要场所，其安全管理工作
至关重要。接下来，该局将定
期对敬老院进行安全检查，压
紧压实消防安全责任，严防安
全事故发生。

武冈市民政局

筑牢敬老院安全防线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
员 向洁萍 丁标）“非常感谢绥宁农商
银行给我们提供资金支持，帮我们解决了
很多发展中的困难。”5月11日，绥宁县麻
塘苗族瑶族乡种植百香果的刘老板说道。

刘老板经营着一家百香果种植基地，
想扩大种植规模，却遇到了资金方面的难
题。绥宁农商银行麻塘支行客户经理得
知情况后，主动与其取得联系、了解需求、
实地考察，为其发放了 20 万元的信用贷

款，解了刘老板的燃眉之急。
“农商银行的帮助让我感受到了温

暖，有了这笔钱，我就可以放心去购买肥料
了。”刘老板介绍，银行专门开辟了绿色通
道，安排专人对接，从资料收集到审批放
款，都是用最快的速度，服务十分高效。

“我们后续还会跟进服务，持续关注
刘老板基地的种植情况，为他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绥宁农商银行麻塘支行相关
负责人说道。

绥宁农商银行

送“贷”上门 助农扩种

5 月 14
日，新宁县崀
山镇深冲村村
民在田里插秧
作业。目前已
进入中稻秧移
栽阶段，该镇
田间地头一派
忙碌景象。

石国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