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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文化新空间◆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3
月 12 日，从山西省蒲剧艺术院获
悉，在该院的大力支持下，山西省
宣传文化名家景雪变工作室与蒲
景苑·周末百姓剧场计划联合开办
戏迷培训班，即日起欢迎报名。

“天下戏迷是一家。”该培训班
以传承弘扬蒲剧艺术、培养业余戏
剧骨干、进一步拓展戏迷新资源为
主旨，目的是振兴戏剧教育、活跃
群众文化生活等。培训中，该班将
充分发挥戏曲名家的传帮带作用，
从少儿戏迷抓起，对基层戏剧骨

干、各年龄层面的新戏迷进行授课
传艺，从戏曲理论到实践演出全方
位提高广大戏迷的演艺技能及演
唱水平等。

据介绍，该戏迷培训班的招收
对象为戏曲爱好者、戏迷票友等，
不分剧种、不限地区，年龄 5 岁至
70岁。培训及报名地点：运城市蒲
景苑·周末百姓剧场；培训时间：自
4 月开始，每周日 9 时至 12 时、14
时 30 分至 17 时 30 分；联系人：毛
英 娟 （15035438986） 、姚 峰

（18635936766）。

传承蒲剧艺术 拓展戏迷资源

蒲景苑·周末百姓剧场
将免费开办戏迷培训班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
斌）近日，鼎鑫华府大书房
发出倡议，号召人们把家中
闲置的图书捐赠出来，与他
人一起分享知识、共享文
化，同创“社区有灵魂、居
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
族有希望”的高端文化社
区。

此次捐赠旨在进一步
丰富鼎鑫华府大书房的图
书数量和品类，满足人们
有书读、读好书的文化需
求 。 捐 赠 自 3 月 15 日 开

始，捐赠地点在鼎鑫华府
物管客服前台；图书内容
要求健康、积极向上，题
材不限；图书外观须封面
整洁、书体完整无污、无
缺漏脱页、七成新以上。
每一位捐赠的爱心人士，
都会获得华府物管授予的
捐赠证书。

鼎鑫华府大书房是鼎
鑫业主及社会各界博览群
书 、 涉 猎 百 家 的 读 书 之
所，其建筑结构为地上三
层、地下一层，一层为经

典陈列区，二层、三层为
综合办公区，负一层为综
合 阅 览 区 。 该 书 房 本 着

“ 经 典 性 与 通 俗 性 相 结
合、象征性与功能性相结
合”的原则，收藏了儒释
道三家思想文化的经典著
作 和 解 析 性 著 作 10 万 余
册。

一册书籍一份情，一缕书
香一片心。让我们以书为友、
与书结缘，让乐学善读成为一
种风尚。具体详情可咨询
0359-2251111、8989666。

传递书香 共享文化

鼎鑫华府大书房倡议捐书

孙文洁：仿佛回到儿时的课堂

孙文洁，一位75岁的老人，她的生活
充满了活力和激情。自从退休之后踏入
老年大学，她的生活掀起了新的篇章。在
这里，她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课程，唱
歌、跳舞、摄影、朗诵、电钢、葫芦丝……
每一项课程都为她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
口，让她领略到了不同的风景。

“刚开始，我对各种课程都充满了好
奇与热情。”孙文洁回忆道，“这些课程，
让我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和无限可能。”
在这里，她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共同进步。每
一次上课，她都保持着热情和投入，仿佛
回到了儿时的课堂。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文洁逐渐深入
各个课程的学习中。画画是她最近才尝
试的领域，虽然之前没有接触过，但当拿
起画笔时，她感觉心静了，手也稳了。在
画画的世界里，她找到了自己的宁静和
满足。

“在老年大学的学习过程中，我感受
到了自己的变化与成长。”孙文洁感慨
道，“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生活，提高了自
己的技能，更重要的是，找到了生活的乐
趣和意义。每一次的进步，都让我觉得自
己变得更加年轻、更加有活力。”

与此同时，老年大学也在不断发展
壮大。课程从最初的几门到如今的门类
多样，人数从最初的小规模到如今的满
员报名……老年大学越来越受到广大老
年人的喜爱与认可。学校的教学质量和
课程设置也越来越完善，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老年朋友加入他们的行列。工作人
员和老师们也都非常认真负责，为学员
们提供优质的教学环境和周到的服务。

许凤梅：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老年大学这个大家庭，许凤梅产
生了前所未有的归属感。她热爱摄影，这
个艺术形式成了她与老年大学的纽带。
从最初的随意拍摄，到如今的深入学习，
她在摄影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在这里，她不再是那个独自摸索的学习
者，而是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学
习、交流。这种与他人的互动，让她更加
深入地理解了摄影的奥妙，也让她的心
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滋养。

“看到各位学员学得开心，我也感觉
到很开心。”摄影老师姚海全说。从2021

年来到老年大学授课，姚海全早已和这
里的学员们打成一片。除了每周一节的
线下课程，每天下午他还会组织线上授
课。“学员们毕竟年纪都比较大，每周学
习的知识只有每天复习才能巩固。”他
说，“另外，大多数学员都不太会操作电
脑，每天线下的学习除了摄影还会教他
们剪辑和保存。”

在老年大学，许凤梅不仅找到了自
己的兴趣所在，更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
的精神家园。这里，有她的朋友、她的老
师、她的作品，还有她不断追求进步的身
影。她在这里感受到了摄影的魅力，也感
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岁月如歌催人急，桑榆晚景更绚

丽。”老年大学的工作人员，
如同照亮晚年的明灯，温暖

而坚定。他们不仅关注老年人
的学习需求，更倾听他们的心

声。他们了解老年人的期待和渴望，
致力于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他
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让老年人在
学习中感受到快乐和满足，同时也为社
会的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结语：文化养老渐成潮流

随着社会发展，文化养老已成备受
关注的新型养老方式。它鼓励老年人积
极参与文化活动，如书法、绘画、音乐等，
丰富精神生活，提升文化素养和生命质
量。文化养老不仅关乎个体幸福，更体现
终身学习的理念，让老年人在新时代保
持与时俱进。老年人通过学习新技能，如
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可以拓宽视野，
与年轻一代保持更好的沟通。这种养老
方式不仅促进老年人个体发展，还增强
社会凝聚力，有助于代际交流。

总之，文化养老符合时代潮流，能满
足人的精神需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应
该积极倡导和实践文化养老，让每位老
年人在晚年享受别样的文化生活。同时，
也应该学习孙文洁和许凤梅的精神，活
到老学到老。无论年龄多大，人们都应该
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让自己的生
命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在老年大学的校园里，每一位学员
都把生活过成了诗。他们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着岁月的韵味和桑榆晚景的绚丽。
向他们学习，珍惜每一个时刻，用智慧和
热情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

记者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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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光的流转，每个人都会步
入晚年，而如何在晚年找到属于自己
的乐趣和意义，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
点。

今天，让我们跟随运城市老干部
活动中心（运城市老年大学）学员——
孙文洁和许凤梅的脚步，一起探索她
们的晚年生活，感受她们在文化的海
洋中畅游的快乐。

核心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