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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邻变队友，势能化动能

推动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的“近邻”逐渐变为产业相

连、发展相融的“队友”，重大

发展战略的“势能”将不断转

化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动能”

到位于皖苏交界的顶山——汊河

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采访，走进滁

州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眼

前一亮：车间内，600多台机器人有序运

转，每天可生产700万片电池片。

这家总部位于江西上饶的企业，为

何选择在安徽滁州投产？除了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完备、营商环境好，相关负

责人欧阳建波告诉记者：“乘着长三角

一体化、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东风，

这里区位和人才优势明显。”2021年公

司成立，2022年就实现产值22亿元。

吸引外地企业前来安家，要靠真

本事。安徽西靠豫鄂，东接江浙。得

益于“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安徽加

强与周边省份协同发展，收获了累累

硕果：顶山——汊河省际毗邻地区新

型功能区招引一批亿元以上项目，芜

湖成为吸引长三角投资的热土，池州

精准承接产业转移。作为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

起等战略叠加的省份，安徽“左右逢

源”、抢抓机遇，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发挥战略叠加优势，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是先导。早晨，家住江苏南京

的吴先生驱车从家出发，沿104国道跨

过汊河大桥，45分钟后便到达安徽滁

州的工作单位。汊河大桥通车以来，

很多人过上“双城生活”。持续织密省

际路网，畅通交通“大动脉”，为人员、

物资等的有序流动提供便利，有助于

打通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堵点卡点。

加强省际合作，离不开平台、机

制。不久前，安徽、河南共同编制《叶

集—固始“一河两岸”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产业合作区发展规划》，明确共建产

业合作示范园和共同富裕协作区。近

年来，从搭建结对合作帮扶机制、前往

沪苏浙学习取经，到打造科创产业协

作大平台、共同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安

徽积极参与跨区域合作，深入推进规

划共建、民生共享、生态共治等。实践

表明，加强谋划、久久为功，搭建平台、

畅通机制，就能让区域合作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果。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如何促进产

业发展是道必答题。坚持错位发展，

在产业链中找准定位、做出特色，方

能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滁州，

汊河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集聚了130

余家配套零部件企业，中车南京浦镇

车辆有限公司需要的零部件几乎都

可以在此采购。完整的产业链，既帮

助中小企业增加了订单，也让主机厂

实现了降本增效。从承接低端落后

产能到集聚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

新兴产业，安徽的转变证明：因地制

宜，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优化营

商环境、完善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

力等方面下功夫，才能有效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

跳出安徽看安徽，推动地缘相近、

人缘相亲的“近邻”逐渐变为产业相

连、发展相融的“队友”，重大发展战略

的“势能”将不断转化为区域协调发展

的“动能”。进一步强化区域战略对接

融合，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各具

特色的协调发展格局，中部地区必将

迎来更大机遇、创造更多实绩。

来源：《人民日报》（2024 年 04 月

10日 第05版）

在辅导老师的带领下，老人们跟

随音乐节拍，抖肩扩胸活动身体，动作

整齐划一……前不久，江西九江一所

老年大学声乐课的视频在网络上走

红。人们被有趣的形式、欢乐的氛围

所感染，也看到了老年生活不一样的

打开方式。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

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希望继续接受

教育，充实精神文化生活。近年来，各

地区各部门着力扩大资源供给，推动

资源下沉，老年教育发展驶入快车

道。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4月，全国

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学校）已达 7.6 万

所，形成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

区）五级办学网络体系和15大门类、61

个专业、298门课程较为完整的老年教

育立体课程体系，惠及学员2000多万

人。但也要看到，我国老年教育还存

在资源供给不足，城乡、区域间发展不

平衡等问题，亟待进一步提质增效。

受限于资金、场地、师资等因素，

当下，一些地方出现老年学校“一位难

求”的情况。要创新思路、因地制宜、

多措并举，不断扩大老年教育覆盖

面。优先发展社区老年教育，建立健

全社区老年教育办学网络，可以方便

老年人就近学习。比如，湖北谷城县

石花镇将军山村把老年学校、托幼机

构和文体活动场馆整合在一起，让“一

老一小”同步“上学”，同时满足了老年

人学习、娱乐和照料孙辈等需求，让许

多老年人在家门口圆了“大学梦”。此

外，不妨大力发展线上老年教育，打造

触手可及的学习终端，方便老年人自

主灵活学习。去年，国家老年大学专

门上线“云课堂”，学员在家用手机就

能上课，还可以反复观看学习。充分

调动各类社会资源，探索行之有效的

办学模式，方能让更多老年人共享老

年教育发展成果。

除了提高老年教育的可及性，还

要着力推动其规范化、优质化发展。

和基础教育相比，老年教育有自身的

特点。老年群体更多是希望通过培养

兴趣爱好，提升晚年生活的质量。因

此，开哪些课程、采取何种教学方式

等，都得瞄准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考虑

他们的接受特点，并注重适老化建

设。比如，上海精心打造老年教育信

息化管理平台，为每一位参加学习的

老年人建立终身学习账户，使之可在

全市各个老年教育机构自由报名，实

现学习轨迹的持续记录，并围绕学习

者进行数据挖掘与分析，为其提供便

捷的个性化学习服务。把握老年人的

生活学习特点，紧随社会发展趋势，既

提供绘画、书法、声乐等相对传统的教

育内容，又覆盖互联网知识、“主动健

康”、人工智能等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

的内容，老年学校就能成为老年人的

知识学园、生活乐园和精神家园。

在现代社会，学习已成为每个人

的终身需要。随着老年人经济供养

状况的改善，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扩大老年教育资

源供给，实现生命全周期的学有所

教，不仅能帮助老年人更新知识和信

息结构，充实他们的晚年生活，还将

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让他们与时

代发展同步。

来源：《人民日报》（2024 年

04月09日 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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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老年教育，充实晚年生活
——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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