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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养老”新实践
从“被动养老”到“主动享老”

4月10日下午，中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的书法教室内墨香四溢。十余位银发学员凝神
静气，提笔挥毫，墨香文化铺“掌柜”许文清穿梭
其间，手把手纠正学员的运笔姿势，解答他们书
法练习中的困惑。“过去只能在家看电视，现在每
周四下午雷打不动来学书法，生活充实多了！”一
位学员的感慨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中巨社区辖区居民有 3000 多户，共计 9500
余人，其中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老干部居多，60
岁以上居民占比近半，该社区是典型的老龄化社
区。为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精神文
化提升的需求，把文化服务送到更多老年人的身
边，社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旗驿站等场所
为阵地，打造了锦绣年华、太极、墨香、剪纸、岁月
如歌 5 处银龄文化铺，涵盖了舞蹈、朗诵、太极、
书法、剪纸、合唱等艺术形式。这些文化铺经常
开展活动，不仅填补了老年人的闲暇时光，更让
他们找回了学习的乐趣与生活的热情。

“我参加的这个书法班学习氛围特别好，学
员纪律性、组织性都非常强，课程进度安排张弛
有度，我们都能很好地适应，好像回到了上学那
会儿，特别美好。”墨香文化铺的“班长”李少川
说。春日的阳光透过书法教室的窗棂，墨香氤氲
中，这些重新找到人生坐标的银发族，正以笔墨
续写新的人生篇章。

老有所为新舞台
从文化学习到社区治理

“教大家写字时，看到他们从零基础到能写
一副对联，那种成就感比什么都强！”许文清感慨
道。今年 64 岁的她，已经担任墨香文化铺“掌
柜”两年多了。许文清退休之后曾在聊城市老年
大学学习了十余年的书法和绘画，还曾将自己的
书画作品无偿捐赠给社区、学校、消防大队等。

谈及无偿担任墨香文化铺“掌柜”的初衷，许
文清的眼中闪着光：“我本来就热爱文艺，乐于参
加各类公益活动，也想为社区里的老伙伴们做点
事。既然社区搭建了银龄文化铺这个好平台，我
就想着尽量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大家一起乐呵乐
呵。这两年当‘掌柜’，看到越来越多老人来参加
活动，脸上洋溢着笑容，我特别有成就感，感觉自
己也更年轻有活力了。”

在中巨社区，像许文清这样的“掌柜”共有14
名，他们既是社区内的文艺骨干，还是社区治理
的新生力量。他们以“老助老”的模式，将自身才
艺倾囊相授，在“老有所为”的实践中，收获了成
就感和价值感。中巨社区党委书记苏道东评价：

“他们用一技之长打破了‘退休即退出’的刻板印
象，真正实现了‘银发有为’。”

银龄文化铺的溢出效应也在持续显现。学
员们创作的书画作品装点着老旧楼道，以传统
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风易俗为主题的
剪纸作品传递着文明新风，还有学员创作快板

《文明中巨》、编排文明养犬宣传舞蹈，自发参与
到社区文明建设、社区宣传和社区治理中来。
在银龄文化铺的培育引导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从“被服务者”变为“价值创造者”，他们积淀多年
的生活智慧与专业才能，正转化为推动社区发展
的“银色动能”。

“邻里共学”新气象
文化浸润破解“孤独老龄化”困局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的当下，许多老年人面
临“精神空巢”的困境。银龄文化铺通过“邻里
共学”模式，让老年人重拾社交乐趣。从最初的
寥寥数人，到如今百余人的规模，银龄文化铺的
影响力正逐步辐射周边多个社区，越来越多的
银发族走出家门，在文化浸润中重拾生活热情。

“我觉得这些文化铺真是好得不得了，对老
年人来说，有了个好去处，能学东西、交朋友，生
活丰富了，心情也好；对社区来讲，邻里关系更
和谐了，大家都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社区也更有
活力和凝聚力了。”学员张克强兴奋地分享道。
每个文化铺都建立了专属微信群，成员们不仅交
流学习心得、展示创作成果，还形成了互帮互助
的温暖氛围。张克强说：“孩子们都说我整个人
都精神焕发了。”这种改变，正是文化铺带来的。

社区网格员秦正荣介绍，如今，银龄文化铺
已发展成为连接邻里情感的重要纽带。课程结
束后，学员们自发相约一起散步、买菜，邻里关系
在文化浸润中愈发融洽。“接下来，中巨社区将继
续深入文化为民，辐射周边更多小区，提高老年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参与感。”苏道东表示。

银龄文化铺的成功实践，是党建引领下文
化养老的生动样本。未来，中巨社区计划扩大
文化铺覆盖面，联合更多共建单位，引入专业资
源，同时优化硬件设施，回应学员对场地升级的
期待。“让每位老人都能感受到被需要、被尊重，
这才是‘享老’的真谛。”苏道东的话，道出了银
龄文化铺的价值内核。这个充满活力的文化平
台，正成为破解“孤独老龄化”难题可复制的社
区样本。

文化养老润桑榆
——新区街道中巨社区“银龄文化铺”点亮居民幸福晚年

本报记者 万 昊
见习记者 贠秀军

4 月 10 日，东昌府区新区
街道中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内墨香阵阵、歌声悠扬，一幅

“文化养老”的生动图景正徐徐
展开。中巨社区联合聊城市老
年大学创新推出“银龄文化铺”
文明实践项目，以笔墨纸砚为
媒，以歌声舞姿为伴，让 3000
多户社区居民中的银发族从

“被动养老”迈向“主动享老”。
这一项目不仅重新定义了老年
生活，更成为社区治理与情感
联结的温暖纽带。

许文清（中）在墨香文化铺讲解书法技巧

社区居民在岁月如歌文化铺排练合唱

剪纸作品展示剪纸作品展示

太极文化铺开展太极拳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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