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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 2023 年度全省老年教育 
理论征文获奖者的决定 

 

各市老年教育委员会、各会员校： 

为全面总结我国老年教育 40 年来的创新发展经验，推进新时

代中国老年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安徽省老年大学协会结合年度

工作计划安排，响应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第十五次全国老年教育

理论征文”活动，决定举办全省老年教育理论征文活动。 

4 月 27 日省协会发布活动通知，各市、县（区）老年教育委

员会、各会员校积极组织，截止报送日期，共收到各地推荐报送

的征文 192 篇。参评稿件主题突出，观点明确，覆盖面广，参与

度高。从层次分布看，各市、县（区）老年教育委员会，各老年

大学、基层老年学校，相关高校举办的老年大学和安徽老年教育

研究院都有作品参与。从作者分布看，既有各级老教委、老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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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校）负责人，也有各老年大学（学校）教学管理者；既有

从事老年教育的研究者，也有省直机关从事老年教育的工作者；

既有长期在一线教学的老师，也有在校学习的老年学员。 

7 月 28 日至 29 日，协会学术工作委员及安徽老年教育研究

院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参评稿件进行审阅，共评选出一等奖 10 篇、

二等奖 38 篇、三等奖 57 篇，评选结果在协会网站公示。经会长

会议研究决定，在年会上对累计 105 篇获奖征文作者（名单目录

附后）予以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 

希望受到表彰的作者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也希望全体会员

校和广大老年教育工作者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继续深入开展调

查研究，多出理论调研成果，为推进我省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贡

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附：2023年度全省老年教育理论征文获奖名单 

 

安徽省老年大学协会 

2023 年 12 月 19日 

  



序
号

奖项 地区 作者 单  位 标    题

1

一等奖

省老年大学
余春江
程  婷

安徽省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思想政治工作初探

2
合肥市
（2篇）

黄守琪 包河区老年大学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教育发展路径探析——以
合肥市包河区老年教育发展为例

3
曹  颖
张玉琼

安徽老年教育研究院
发挥开放教育资源优势，助推老年教育课程建设
与创新

4
六安市
（2篇）

汪  静 
但修章

六安老年大学
与时俱进 踏实苦干 发展与新时代相适应的老年
教育

5 周永海 舒城县老教委
浅谈务实 创新 重效是发展基层老年教育的生命线
——以安徽省舒城县探索村（社区）校办学模式为例

6

马鞍山市
（3篇）

汪永年 马鞍山市老教委
坚持根本遵循 推进共享普惠——以马鞍山从实
际出发推进老年教育全覆盖为例

7 周梦云 当涂县老年大学 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与老年教育的教育学意义研究

8 韩伟群
花山区湖东路街道

老年学校
浅析如何发挥社区老年教育功能  将老年人的“
再社会化”工作落到实处

9 芜湖市 盛茂山 繁昌老年大学 积极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与老年教育的使命分析

10 安庆市 胡南亭 安庆市老年大学 我国老年教育发展现状和基本经验分析

11

二等奖

合肥市
（5篇）

陈雨桐
袁  燕

合肥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校园文化和老年大学社团建设研究

12
王  伟
阚建华

合肥老年大学
老年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以及老年教
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

13 缪有淮 肥东老年大学
营造老年教育管理人才的叠加优势 为质量强校
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14 孔宪昌 长丰县老年大学
发挥县级老年大学作用  助推基层老年教育发展
对策研究——基于对安徽长丰县的调研

15 左哲夫 庐江老年大学
老年教育文化意义及文化传承价值的再认识——
兼论老年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16 亳州市 段  涛 亳州市老年大学 亳州市老年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17 蚌埠市 陈  峰 蚌埠市老年大学 老年教育体系建设的实践与发展趋势思考

18 淮南市 杜和超 淮南市老教委 党建引领聚合力，助推老年大学高质量发展

19 滁州市 张尽忠 滁州老年大学 以创建示范校为抓手  推动老年大学办学规范化

20

六安市
（7篇）

 

 

周兆玉 六安老年大学
对市、县两级老年大学课程教学大纲、教材建设
的调研与思考

21 饶白杨 六安老年大学 智能化时代老年教育的新特征和新策略

22 曾庆浩 金寨老年大学
—
建

—
设

以
优

金
秀

寨
队

老
伍 

年
办
大
好
学
老
新
年
城
大
校
学
区教师团队建设为例

23 谭录林 霍山县老年大学 关于基层老年教育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24 石逢业 舒城县老教委
—
办

—
联

浅
校 

谈
补
创
短
办
板
县
促
直
覆
联
盖
校对深化老年教育的意义

25 余友明
舒

老
城

年
县

学
城

校
关镇

龄
发

观
挥

路
农

径
村

研
老

究
年
—
教
—
育
以
优
安
势
徽
引
省
导
舒
老
城
年
县
人
城
践
关
行
镇
积
为
极
例
老

26 祝远升 舒城县经开区老教委 强化社区老龄服务 促进老年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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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奖项 地区 作者 单  位 标    题

27

二等奖

马鞍山市
（13篇）

汪大步 马鞍山市老年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老年教育创新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探
究

28 胡雪莹 马鞍山市老年大学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分
析

29 刘艺帆 马鞍山市老年大学 浅谈党的二十大精神对老年教育的指引作用

30 邵  宇 马钢老年大学 文化自信与老年大学课程设置创新研究

31
朱国缤
傅晨光

和县老年大学 加强智能化时代老年教育研究

32 任代平 花山区老教委 浅谈社区老年教育发展的现状与思考

33 黄欣悦
花山区湖东路街道

老教委
积极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与老年教育的使命分析

34 王  勇 雨山区老年大学 新时代中国老年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35 倪张强 雨山区雨山街道 我国老年生命教育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36 李晓斌 雨山区向山镇
适应新时期老年教育的新特点 做好基层老年教
育工作

37 王  洁
经开区年陡镇

老年学校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老年人信息教育研究

38 周文忠
经开区年陡镇

老年学校
发挥老年教育优势，引导老年人践行积极老龄观
路径研究

39
杨可平 
傅永曙

郑蒲港新区老教委
加强老年大学党建工作助力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
用的实践与研究

40 宣城市
蓝诗憶
郭梦纯
胡  锐

宁国市教体局
终身教育体系构建背景下的老年教育意义研究
——以安徽省宁国市老年教育体系构建为例

41 铜陵市 朱彬彬 铜陵市老年大学 关于新时代老年教育队伍建设的思考

42 池州市 杨义和 池州老年大学 关于打造老年大学游学基地的探索与思考

43
安庆市
（2篇）

程四益 怀宁县老年大学
加强老年大学规范化建设 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
发展

44 周  婷 望江县老年大学 文化自信与老年大学课程设置创新研究

45
黄山市
（2篇）

鲍仲奇 徽州区老年大学
浅谈新时代中国特色老年教育的转型发展和未来
前景

46 歙县老年大吴小朋 学
“老年教育”+ “老有所学”佳
——安徽省歙县老年大学特色教育简述

47 高校 刘宗胜
宣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老年大学
老龄社会化视角下高校老年教育优势分析及思考

48 合肥市 张玉琼 安徽老年教育研究院
社区老年学习中的教师与管理——关于推动“老
有所学”行动若干问题的思考

49

三等奖

蚌埠市 蒲  倩 蚌埠市老年大学 关于推进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与研究

50 阜阳市 杨燕子 颍东区老年大学
老树春深更著花——新时代创新老年教育方式方
法的思考

51
淮南市
（2篇）

王继林 寿县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积极老龄化的基层探索——以寿县老年
大学为例

52 潘集区老年大学
的
远

价
程

值
教

分
育

析
与发展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村老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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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奖项 地区 作者 单  位 标    题

53

三等奖

滁州市
（2篇）

池友军 滁州老年大学 老有所学在乒乓球教学中的体现与实践

54 吕绍联 来安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风景这边独好

55

六安市
（8篇）

王国信 霍邱老年大学
对县级老年大学源于成功实践的规律性认识
——以安徽省霍邱老年大学为例

56 秦敬胜 霍山县老年大学 争创标准示范校 游学诗城马鞍山

57 王世秀 舒城县老年服务中心 发展“老年游学”，让老年教育跑出“加速度”

58 汪  昆
舒城县老有所学

行动办公室
凝心聚力抓“老有所学” 多措并举助老年教育

59 安建生 叶集区老年大学
新时代老年教育的新特点，以及发展与新时代相
适应的老年教育研究

60 朱恒炉 舒城县汤池镇
浅析新时期发展农村老年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建议

61 郭昌美 舒城县五显镇老教委
乡村老年学校既要“富脑袋”也要“富口袋”
——以安徽省舒城县五显镇老年学校发展为例

62 吴其胜
裕安区分路口镇

老年学校
老年教育性质的再认识

63

马鞍山市
（34篇）

张  倩 马鞍山市老年大学
新时代老年教育的新特点及发展与新时代相适应
的老年教育的研究

64 杨雪莹 马鞍山市老年大学 发展老年教育和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研究

65 胡  枫 马鞍山市老年大学
新时代老年教育的新特点及发展与新时代相适应
的老年教育研究

66 李冶金 马鞍山市老年大学 略谈中老年古典诗词教学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67 陈向辉 马钢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教材建设中实现“本土化”、“精品化
”和“专业化”探究

68 刘  伟 马钢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班级管理初探

69 杨绍凤 十七冶老年大学 浅谈二十大精神在老年教育中的指导与应用

70 赵高杨 含山县老年大学 推动老年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思考

71 秦贤清 和县老教委 办好农村老年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72 夏为汉 和县老教委 剖析老年教育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73
陆正水
傅勇树

和县老教委 老年教育助力老年人践行积极老龄观路径探析

74
施万平
徐  斌

和县老年大学 发掘地域资源，建设校本课程

75 朱开生 和县历阳镇共义社区 老年教育与社会和谐

76 杨  伟 和县历阳镇大桥社区 我国老年教育发展的现状、基本经验分析

77 周雨扬 和县善厚镇老教办 浅谈对老年教育的认识及发展前景

78 沈一年 当涂县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开展老年游学的实践与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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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奖项 地区 作者 单  位 标    题

79

三等奖

马鞍山市
（34篇）

朱兆喜 当涂县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教学新模式：
课堂教学与游学实践相结合

80 冯家胜 当涂县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教学方式方法创新现状与经验总结

81 潘  越 当涂县老年大学 我国老年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基本经验分析

82
杨伏林
纪孝国

花山区老教委 关于强化老年教育领导力与执行力的刍议

83 杨友平 花山区老年大学 老年教育的路径选择和新思路

84 王诗林 花山区濮塘镇老教委 新时代乡村兴办老年大学的措施研究

85 张良汉
花山区霍里街道

老教委
优先发展社区（村）老年教育，充分发挥街道老
年学院作用研究

86 邵美娥
花山区湖东路街道

老年学院
发挥老年教育优势，引导老年人践行积极老龄观
路径研究

87 刘宝森
花山区江东街道

老教委
新时代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浅谈

88 李宗诚 雨山区老年大学
中国老年教育发展道路的历史概括与发展趋势分
析

89 项文玉 雨山区佳山乡 我国老年教育的标准化战略以及规范化建设研究

90 周  颖 雨山区向山镇 我国老年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基本经验分析

91 徐家兰
经开区年陡镇

老年学校
认真研究不断探索，抓住机遇开拓创新

92 陶中银
经开区年陡镇

老年学校
我国老年教育的的发展现状和基本经验分析

93 余照明
经开区年陡镇

老年学校
乡村振兴背景下“软硬兼施”推进农村老年教育
均衡发展

94 吴凤霞
经开区年陡镇

老年学校
拓展老年教育的社会功能，推进老年人的“再社
会化”的研究

95 祁国建
经开区银塘镇

老教委
老年大学校园文化和老年大学社团建设研究

96 周小妹
经开区银塘镇

老教委
优先发展城乡社区老年教育，充分发挥县（市、
区）老年大学作用

97 芜湖市
（2篇）

芜湖老年大学 以数字化赋能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

98 朱光明
湾沚区陶辛镇

老年学校
发挥老年教育优势 引导老年人“再社会化”

99 宣城市
王  伟
王欣怡

宁国市教体局 文化自信与老年学校课程设置创新研究的思考

100
安庆市
（2篇）

谢承圣 岳西县老年大学 发展老龄教育·弘扬核心价值教师

101 李安慰 太湖县老年大学
发挥老年教育的社会功能，促进老年人的“再社
会化”

102 黄山市
（2篇）

傅延勤 黄山市老年大学
浅谈老年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以黄山市老年大
学为例

103 程国营 黟县老年大学 坚持学乐为相结合  努力办好老年大学

104
合肥市
（2篇）

杨桂美 安徽老年教育研究院
文旅融合背景下老年游学实施的路径与建议——
以安徽省为例

105 李继香
安徽

管
省
理
国
协
有
会
资产

养老先健脑：老年脑健康教育的缺失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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