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燕是济宁老年大学的公益讲师，也
是声乐进修班与芭蕾舞班的“双重学
员”。面对零基础的老人们，她坚信音乐
是打开记忆的钥匙。每堂课伊始，她总是
先与学员聊作品背后的时代风云与精神
内核，在情感共鸣中铺就学习底色。从最
初拘谨的试音到如今自信的合唱，那些在
琴键上起舞的时光，不仅记录着音阶的攀
升，更见证着生命之树在暮年中悄然舒展
新枝。

教学相长的感动，常在细微处悄然绽
放：微信群中每日分享的练声录音、课堂
上日益挺拔如松的腰背……最让李燕心
头温热的，是那本用工整字迹抄满歌谱的
作业本，扉页上那句“谢谢您让我们听见
年轻时的自己”，在她心中胜过万千奖杯。

在侍奉九旬双亲与含饴弄孙的间隙，
李燕的身影不断穿梭于公益课堂与老年
大学之间。琴凳边磨旧的乐谱，备课笔记
上密密麻麻的批注，都在诉说着这段双向
滋养的旅程。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6月3日，济宁老年大学组织师生走进鱼台
县鱼稼里“2025鱼台龙虾消费季”活动现场，以

“耆乐龙虾夜 欢歌鱼台情”为主题举办专场文
艺演出。精彩纷呈的表演将鱼台龙虾产业的丰
收图景与水乡丰厚的文化底蕴巧妙融合，为这场
夏日文旅盛会注入了“银龄力量”。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济宁老年大学的师生
们怀着满腔热情，精心准备了这场包括器乐、歌
曲、舞蹈、戏剧、模特走秀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演
出。小提琴班的器乐合奏《沂蒙序曲》和《鼓浪屿
之波》拉开了演出序幕，悠扬的琴声瞬间吸引了
众多观众的目光；男声独唱《再见了大别山》中，
郭玉的深情演唱配合着小提琴班的伴奏，将歌曲

中的激昂与深情完美展现；男女声二重唱《灿若
星辰的目光》，在王建华老师的指导下，师生们以
和谐的声线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京剧青衣张派《贵妃醉酒》、模特走秀《康美
之恋》、非洲鼓演奏《桥边的姑娘》、芭蕾舞《我和我
的祖国》、女声小合唱《节日欢歌》、豫剧《抬花轿》
以及合唱《我们是运河的流水》等节目依次上演，
充分展示了师生多才多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

演出不仅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龙虾消费季
活动，还为龙虾消费季旅游休闲增添了内涵和魅
力，让广大游客在品尝美味龙虾的同时，享受了
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校园精神文
化生活，“匠心岁月·古韵金辉”济宁老年大学首届
非遗原创作品展于5月26日至30日成功举办。

活动期间，共展出各类原创作品550多件，
包括编织、编绳、团扇、珐琅、面塑、女红布艺、扎
染等多个专业，全方面展现了该校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丰硕成果，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

欢迎。参展学员纷纷表示，大家通过亲手制作
非遗作品，感受到传统文化之美，增强了文化自
信，希望今后能用所学专长，让更多人去了解非
遗、喜欢非遗。

本次作品展全景式呈现了全市老年大学非
遗教学成果，是该校深入推进文化“两创”、助力
建设文化养老高地的重要举措。

5月 29日上午，济宁老年大学“金声艾韵
情满端阳”主题音乐会倾情上演。声乐系学员们
以精湛的技艺与饱满的热情，在舞台上绽放出令
人瞩目的艺术光华。

本场音乐会集中展现了学校年度教学成
果。十余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充分体现
了声乐系师生的专业素养。中级班学员带来的
《莫尼山》《向往》《领航》《七步诗》，歌声或辽阔悠
远，或充满憧憬，或激昂奋进。初级班学员则献
上了《春风十万里》《山河已无恙》《长江之歌》《声
声慢》《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清新质朴的歌声

传递着生活的美好与时代的芬芳。女声小合唱
《世界赠与我的》婉转深情。合唱团以磅礴气势
演绎的《五月的鲜花》《游击队歌》，唱响了深沉的
爱国情怀。

音乐会高潮出现在尾声——全体学员与观
众齐声高歌《我的祖国》，将对祖国的赤诚之爱推
向顶点，现场气氛热烈感人。

此次音乐会集中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昂扬
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日益丰盈的文化生活，有力印
证了终身学习理念下“夕阳如朝日”的无限活力
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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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老年大学师生走进“2025鱼台龙虾消费季”

为夏日文旅盛会注入“银龄力量”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银发遇见非遗 绽放传统文化新活力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歌声颂祖国 老有所学绽芳华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济宁老年大学公益讲师李燕：

公益课堂里的音乐年轮

连日来，汶上县南站街道东和园社区通过
“网格员+志愿者”精准服务、居民共同参与，特
别是积极发挥社区“银龄志愿者”的独特优势，
合力推动形成“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
办”的文明新风尚。

活动中，社区积极组织经验丰富、在邻里
间享有威望的“银龄志愿者”，共同开展入户走
访。这支“银龄宣讲团”用亲切的“方言土话”
和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结合发放倡议书、微
信群推送典型案例等形式，向居民特别是年轻
一代讲清大操大办带来的经济负担和情感伤
害，其劝导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宋延坤
通讯员 王笑笑）

移风易俗树新风

银龄力量当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