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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大学让爱与文化陪伴老人成长，学校19年来培训近1.6万人次老人

怡海办老年大学 用知识化应对老龄化社区暖新闻

检察官法官成法律顾问 上门为居民解难题
方庄紫芳园社区特色党员“双报到”，每月定期开展法律咨询服务

社区新鲜事

“老年大学有太多温暖的故事了。”刚一见面，怡
海老年大学的校长周焕燕就对记者说。4月29日，
记者走进位于新村街道怡海花园社区内的老年大学
大厅，几十幅书画作品展陈其间，每幅字画周焕燕都
能讲出一个故事。

成立于2000年9月18日的怡海老年培训中心，
被社区居民称为“怡海老年大学”。19年来，近1.6万
人次参加了学校的培训课程。周焕燕说，老年大学
存在的意义，就是让爱与文化陪伴老人成长。

“来老年大学圆了我的上学梦”

每天9点到11点，一位精瘦的白发老人会准时
出现在老年大学书法练习室，铺纸研墨、提笔挥就几
幅行草。

老人名叫梁光义，今年82岁，曾被中国书画资质
评审委员会等授予“中国知名书法家”“中国书画名
家”称号，被称作老年大学“顶梁柱”式人物之一。

2000 年初，退休不久的梁光义随子女来到北
京居住。从小对书法感兴趣而苦于没有机会系统
学习的他，看到老年大学有书法课，立马儿就报了
名。从那时起，梁光义每天练字几乎从未间断：书

法练习室的桌子宽敞就写行草；回家空间小些就
练小楷。

梁光义退休前做过20年一线教师工作，如今已
经是行草书法班老师，“没想到退休后竟然做了书法
老师，一干又是20年。”梁光义觉得，自己今生与教育
缘分匪浅。

老年大学创办于2000年，书法是最初的3个班
之一。如今课程内容已经丰富到包含书法、绘画、声
乐、合唱、美工、英语、电脑、电子琴、舞蹈、健身、瑜
伽、模特、古筝、摄影、葫芦丝、钢琴、朗诵等27门教学
课程33个班，上课的学员也由80多人增加到了700
多人。

“老年大学就是用知识化应对老龄化。”周焕燕
介绍说，老年人通过动手动脑，一方面可以预防阿尔
兹海默症，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更多的获得感。“如果
不来老年大学，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潜力。”
有学员这样告诉记者。

老年大学曾有一位96岁的高龄学员，刚来报名时
是82岁，名字还不会写，96岁时，家人已为他连续举办
两届个人画展，展出上百幅牡丹绘画作品。“小时候条
件不允许，喜欢画画也只能拿着树枝在地上划拉，来

老年大学圆了我的上学梦。”他曾对周焕燕说。

找到一个新的“归宿”发挥余热

“吸气是鼻嘴同时吸、吸气鼓肚子，呼气憋肚
子……”董纪安坐在椅子上示范着标准发声方法。
他是老年大学艺术团团长，同时兼任合唱班、和声
班、朗诵班班长。

从接任艺术团团长开始，董纪安带领老年艺术
团先后到奥地利、新加坡、俄罗斯、柬埔寨等国家交
流演出，并多次在国际中老年合唱比赛中获金奖。
退休前在部队工作的他，为艺术团也订立了严格的
团规：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勤奋进取、健康快乐、诚
信团结、争先创优。“不是来闹着玩的，得学点东西。”
董纪安说。

艺术团的管理方式是遵循老年大学班主任、班
长、群主负责制。董纪安会在上课前至少提前半小
时到，下课后，还会为同学指导更正问题，紧抠细
节。已经78岁的董纪安却一点也不觉得累。“从单位
刚退下来的时候，周围环境一下子从热火朝天变得
很冷清，其实很失落。”董纪安说，来到老年大学其实
是找到一个新的“归宿”发挥余热。

上周，家住紫芳园社区的胡阿姨坐在张检
察官面前，说起了自己的忧心事。

胡阿姨有套老房子，之前她把房子转到儿
子名下，帮助儿子抵押贷款。当时两人写了证
明，表明将来房子还是属于胡阿姨。最近，胡阿
姨觉得老房子光线不太好，想着将来卖掉了再
买一个，然而儿子的贷款要还30年，她不知道现
在房子到底属于谁。

“可以理解您的担忧，但做之前您就应该考
虑清楚。从法律角度上讲，房子目前的所有权
已经是您儿子的了，这是一个事实。你们写的
凭证，不能说没用，但您儿子现在有权处理房

子，比如他决定卖掉，您拿出来这个凭证，买方
可能不认可。如果打官司，法院可能会有所参
考。”张检察官说。

“明白了，也就是说除非走到打官司那一
步，不然房子还是他的。”

“是这个意思。但我也要劝您一句，不要太
过纠结。我也有孩子，对您的心情感同身受。
对孩子，我们是全身心支持、不考虑后果，他们
将来怎么对我们，这个不好说。所以一方面，做
决定时我们要考虑周到，另一方面也要看开一
点，既然做了就去相信对方，将来他们有没有凭
良心办事，那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至少我们做

了该做的，问心无愧。”在张检察官的宽慰下，胡
阿姨点了点头，不再像之前那样焦虑了。

胡阿姨说，这不是她第一次向检察官求助，
之前孙子在幼儿园里受欺负，她也曾来请教过
检察官，“房子这事儿我心里也有个谱，但一直
不能确定，就始终压在心里。今天既然说清楚
了，就不纠结了。”

“老伴走了之后，房子给了我，前些年为了帮儿子抵押贷款，转到他
名下。检察官，现在这房子还是我的吗？”上周，胡阿姨来到方庄地区紫
芳园社区服务中心，向市检二分院、市二中院的工作人员咨询困扰已久
的法律问题。这是紫芳园社区的特色党员“双报到”服务：检察官和法官
定期走进社区，结合当地法律需求，成为居民们的法律顾问。

检察官法官到社区“报到”

能把检察院的检察官和法院的法官请到小区，为居民面对面答疑解
惑，这样的社区并不多。上周，在方庄地区紫芳园社区服务中心，由检察
官和法官组成的专业“法律顾问团”又开始服务了，不少居民带着生活中
的法律问题前来咨询。

这是当地特色的党员“双报到”工作机制，已经持续了数年，在居民
中非常受欢迎。每逢咨询日，通常要从早上九点持续到中午十二点半。

紫芳园社区党委书记郭建东告诉记者，社区有着独特的法律资源优
势：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都在辖区
内。为了让党员干部更好地发挥专长、服务辖区居民，社区与两个单位
达成合作，每月定期开展法律咨询服务，市检二分院还先后派出五名检
察官到紫芳园社区分别挂职一年或两年。

合情合理调解邻里纠纷

“双报到”的工作要求只是一个契机，推动这项特色服务生根发芽的
根本原因是居民们的现实需求。郭建东在社区工作多年，近年来，他最
深的感触就是，“人情式”的调解不那么管用了。“经济发达了，居民文化
素养提高了，大家的诉求也在提高。以往，楼上楼下有纠纷，我们去调解
调解，基本能解决问题。这几年，大家法律意识提高了，对我们的处理方
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郭建东对一件事情印象深刻，冬季供暖期间，有户居民给房子装修，
暖气管裂了，水流到了楼下。楼下居民找到热力公司将管道修好，但修
理过程中把楼上新装的地板刨了，不给恢复，楼上的居民意见很大。

“我们也不理解，为啥不给人复原？这事儿一说都觉得是热力公
司维修人员不对，但其实人家没有问题。”郭建东说，后来，居委会咨询
了市检二分院的检察官，原来根据《物权法》，暖气管道属于公共部位，
不应该遮挡和覆盖，不恢复是合法的。于是，社区请来了检察官给楼
上的居民做解释，两户邻居这才和好。居委会介入，让彼此多一点理
解，为楼上居民修复了地板。

顾问团在服务中不断成长

为了更好地帮助居民，在社区开展服务时，市检二分院采用了“老干
部+年轻干部”的双人组合，彼此互补、互相学习。“我们单位有退休干部
130人左右，有1/3参加了义务的咨询活动。”张检察官告诉记者，年轻干
部学历高、能力强、掌握更多新知识，而退休的老干部有着丰富的实战办
案经验，能够在普法的过程中进行适当的心理疏解，起到更好的调解作
用。这样老少搭配，既能让老干部“老有所学”，又能让年轻人学习到成
熟的办案方法。

市二中院除了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还会结合热点为周边单位开展普
法活动。反腐倡廉工作推进以来，他们给不少公司中层以上的干部进行培
训，普及反腐知识和《合同法》等；校园霸凌的热点新闻引发关注后，法院少
年厅的法官前往方庄周边的学校，为学生上课，教大家如何自我保护……

“这几年，我们社区的法律特色服务越来越出名了，还有远道而来来
咨询的人。派出所都说，这两年邻里纠纷减少了。”张检察官说，未来，他
们将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做好居民的“法律顾问”。

■

现
场

房子是谁的？检察官为老太解惑

曾经是高级工程师的石天庸，一
开始并不是十分乐意参加老年大学，

“以前我很骄傲，不喜欢来这里的。”
从建校初来到老年大学，石天庸

先后报名学习了电子琴、书法、舞蹈、
计算机、绘画、声乐等课程。因为一
系列传神的水墨牡丹作品，石天庸被
大家称呼为“牡丹仙子”，但她告诉记
者，“一开始我连笔都拿不起来。”

在老年大学的十几年让石天庸
收获了很多朋友，大家也亲切地叫她

“石头”。他们相互交流课程，彼此提
醒健康，时常一起散步锻炼，“是这里
暖化了我。”85岁的石天庸说。

被温暖治愈的不只是石天庸一
个人。曾经有位身体很虚弱的老太
太来老年大学报名，结合她的身体状

况，周焕燕推荐她报名了舞蹈课，“老
太太一学就会，身体越来越好。”几年
后，老伴去世，老太太不小心摔了一
跤躺在家里动弹不得，老年大学的同
学就轮流给她送饭。前几天老年大
学组织春游，身体恢复健康的老太太
同样报名参加了。

每年的学期末，老年大学会进行
期末汇报演出，“每个班级都穿上节
日的衣服，精心准备拿手绝活。”同
时，这一天也是老年大学为 65 岁以
上老人共同庆祝生日的日子，每位过
生日的老人都会收到一份来自学校
准备的礼物。

“2000 年刚建校时只有两个人
过生日，现在已经变成了150人。”周
焕燕脸上满满的骄傲。

“如今老年大学文化氛围浓厚、
井然有序，但起初也走过一些弯路。”
周焕燕说，作为全国第一家社区老年
大学、第一家侨商投资兴办的老年大
学、第一家民企创建的老年大学，他
们也在摸着石头过河。

2000 年老年大学开始招生，为
了吸引更多老年人，大厅里放了两张
乒乓球台和几张打牌的桌子，“晨练
队、太极拳队、打麻将的都进来了。”
周焕燕说，每天清早要给晨练的老人
开门，一直到晚上九点多还会有年轻
人来打球。那时甚至有人会随地吐
痰、倒水……

2001 年，曾是西城区特级教研
员的肖明受聘为老年大学校长，与工
作人员一起建立了日后的班主任负
责制。直到现在扩展为班主任、班
长、群主负责制，即便每学期 700 多
人学习，老年大学也只需4名工作人
员就能条理清晰地进行管理。

目前，老年大学共聘请 20 余名
专业人士担任客座讲师。但创立之
初，开设什么班、怎么找师资也是一

个大问题。2005 年，美工班的老人
们提出想学习新的手工技艺，“我找
到立体串珠的老手艺人，但人家不外
传。”周焕燕就把成品借来自己琢磨，

“真的是琢磨了一宿。”
慢慢地周焕燕成了美工班的授

课老师。曾经是纺织厂技术科长的
周焕燕，用纺织工艺方法将手工步骤
编成表格，用电脑打印出来，教给老
人使用。后来，连借成品给她的老手
艺人都来要新的样式表格学习。如
今，周焕燕已经带着美工班学习了上
百种串珠样式，今年她将其中 20 多
种拿出来，整理成立体串珠教材，即
将出版发行。

19 年来，怡海老年大学已举办
过37期培训，近1.6万人次参加了培
训课程。2017 年，怡海老年大学被
确定为丰台老年大学新村街道分校，
老年大学艺术团作为社区老年艺术
团，演出获得第 23 届激情梦想情牵
港澳艺术大赛金莲花奖、非遗中国
2018全国民族文艺汇演走进呼伦贝
尔金奖等奖项。

▶老年大学书法班老师正在
教学员练习书法。

▼舞蹈班学员在排练舞蹈。

■

回
忆

建校是“摸着石头过河”

■

讲
述

学员：“是这里暖化了我”

近日，在
方 庄 地 区 紫
芳 园 社 区 服
务中心，市检
二分院、市二
中 院 的 工 作
人 员 为 社 区
居 民 解 答 法
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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