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7日，济宁老年大学2025校园文化艺术
节市工人文化宫分校专场在学校礼堂举行。该校
师生精心编排的29个节目在学校礼堂集中亮相，
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宴。

演出在悠扬的合唱歌曲《声声慢》中拉开帷
幕。随后，器乐演奏、舞蹈、朗诵、京剧、模特表演等
多种艺术形式轮番呈现。舞台上的学员们精神饱
满、神采奕奕，将课堂所学与对艺术的热爱完美融
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的风采与活力。现场
气氛热烈，观众席掌声、喝彩声不断，观众纷纷举起

手机，记录下一个个充满感染力的精彩瞬间。
据济宁老年大学校长崔德路介绍，本场专场演

出不仅是市工人文化宫分校教学成果的一次集中
展示，更是学员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精神风貌的生动体现。学员们在舞台上自信绽放，
用艺术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热爱。演出的
圆满成功，离不开学校的精心组织和有力保障，以及
台前幕后众多学员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
与无私奉献。正是他们的通力协作，确保了演出的
高质量呈现，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难忘的艺术享受。

“游中有学、学中有乐，行走中感悟文化，既开
阔了眼界，又愉悦了身心，在老年大学的学习生活
真是越来越丰富多彩。”参与活动的刘阿姨说。5
月18日至23日，济宁老年大学联合旅行社组织
的首期“七彩云南康养游学”活动圆满落地，37名
师生组成的游学团赴云南开启深度游学之旅，在
山水人文中感受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游学首日，游学团抵达春城昆明，走进金马碧
鸡坊、东西寺塔等历史地标，漫步滇池海埂大坝，
感受滇中文化底蕴，并在石林国家地质公园领略
喀斯特地貌的鬼斧神工。在楚雄彝族自治州，恰
逢“5·19中国旅游日”，师生们品彝族长桌宴，参
加彝族篝火狂欢节，与当地民众共跳罗作舞，现场
感受少数民族的风情与活力。

在大理，他们深入大理古城探寻南诏国历史
遗韵，沉浸式学习体验白族扎染技艺，亲手制作
扎染作品，并身着白族传统服饰漫步洱海之滨，
于海舌蜜月半岛参与传统舞蹈“云南打跳”活
动。最后一站，老年学员们到达丽江，师生不仅
游览丽江古城、束河古镇，探访东巴秘境，学习东

巴象形文字，还走进丽江市老年大学，与当地老
年大学师生展示教学成果，开展互动交流。具有
民族特色的纳西族舞蹈吸引师生争相学习，丽江
市老年大学的师生倾囊相授、耐心指导，现场气
氛友好热烈。

济宁老年大学相关负责人对记者介绍，“游学
养”以老年群体需求为导向，科学规划行程，兼顾
文化深度与健康保障。从大理洱海的生态美景到
丽江古城的茶马古道遗风，从历史讲解到非遗实
践，行程既注重知识性又强调参与感。

据悉，为了让老年学员拥有更高品质的“文化
养老”生活，济宁老年大学专门组织人员远赴风景
如画的云南丽江“取经”。此行最重要的成果，是
与当地一家专注于老年“游学养”服务的机构成功

“牵手”，签下了一份合作协议。以后，济宁老年
大学组织的赴丽江游学活动，将不再是单纯的观
光旅游。老年大学、旅行社、服务机构三方在游学
线路开发、康养资源互通、文化交流互动等领域深
化合作，共同开发融合了丽江独特人文历史、自然
景观和康养资源的特色游学线路。

“陈老师总说‘大胆落笔，不要怕错’，
要不是他，我这双拿了一辈子锅铲的手，
哪还有机会拿起画笔！”在济宁老年大学
明亮宽敞的书画教室里，七十岁的学员李
阿姨小心翼翼展开一幅初具神韵的花鸟
小品，难掩兴奋。

李阿姨口中的陈老师，正是济宁老年
大学书画非遗系的教师陈云峰。陈云峰
自幼研习丹青，师承名家刘瀛远、张立钊，
在美工宣传一线深耕42载，作品早已跨
越省界，累累奖章印证着他深厚的传统功
底与不竭的创作才情。

七年前，陈云峰转身踏入老年教育领
域，将毕生所学化作滋养银龄心灵的清
泉。面对理解力与手指灵活性各异的学
生，他的课堂秘诀是“慢”与“透”——理论
讲解如抽丝剥茧，层层清晰；示范演示则
如春风化雨，一笔一画皆耐心细致。零基
础老人畏难时，他以一句“墨团也有墨团
的趣味，下笔即成功”消融忐忑。对有基
础的学员，他则敏锐点出提升关键，引导
其向精微处探索。

“陈老师眼睛看得很准，我哪里用笔
犹豫，他一下就能点醒。”学员王大爷说。

课堂氛围在陈云峰的温和笑容与循
循善诱中，始终轻松愉悦。也正因如此，
学员们的笔下世界日益丰盈。短短数年
间，多位学员作品从教室走向校内外展
览，甚至登上了更广阔的舞台。当这些银
龄学子看到自己的作品被郑重悬挂、收获
赞叹，那份被艺术点亮的生命价值感，远
非言语所能尽述。

“看着他们从不敢下笔到创作出有模
有样的作品，眼里重新焕发光彩，这比什
么奖都珍贵。艺术生命的长短，从来不在
于起点在何时，而在于心中那团火是否被
点燃。”陈云峰说。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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