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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社区老年教育成为当前社会一项紧迫而

又重要的任务。 发展社区老年教育，有利于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促进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
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广州市越秀区以积极老龄观为指导，通过健全管理运行机制、拓宽人

才队伍建设渠道、打造本土地域特色课程、丰富活动载体形式、创新合作办学模式等举措，使社

区老年教育的发展取得较好的成效。 同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增强社区老年教育意识、完善

社区老年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强化党建引领提升社区老年教育质量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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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我
国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 １８．７％，６５ 岁及以上人

口比重达 １３．５％，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分
别上升 ５．４４％和 ４．６３％，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

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我国日

益加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采取积极措施应对人

口老龄化对未来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２０１６ 年国

务院印发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指出，发展老年教育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

教育现代化、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措，是满足

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促
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

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推进

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需求结构正在从生

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的学习与发展需求日益

增长，迫切需要丰富自身的老年生活，保持身心健

康，获得文化、教育等精神方面的满足，实现自我

价值，促进社会积极老龄化发展。 因此老年教育

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而社区老年教育

因其公益性、普及性和便利性的特点，成为扩大老

年教育覆盖面、促进老年教育发展、推动全民终身

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

一、越秀区老年人口现状与发展社区老年教

育的意义

　 　 （一）越秀区老年人口现状分析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州市

越秀区常住人口总数中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

２３．１ 万人，占区常住人口总数的比重为 ２２．２５％，而
广州市常住人口总数中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比重

只有 １１．４１％，越秀区已经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同时，作为广州市唯一一个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超过 ２０％的行政区域，越秀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居

于全市第一，远远高于全市和全国平均水平。 随

着人口深度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重，以及老年人在

精神文化层面的学习需求不断增长，使发展社区

老年教育成为当前越秀区一项紧迫而又重要的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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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越秀区发展社区老年教育的重要意义

社区老年教育是指在社区中，以老年人群为

主要服务对象，利用社区资源开展的各类教育学

习活动，是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融合发展的必然

趋势，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环节。 满足社区老

年群体多元化、多样性的学习需求，保障老年人受

教育的权利，提高社区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对促进

老年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参与，更好地实现“老有

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有着重要意义［１］。
１．有助于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

系规划》提出要“发挥社区教育办学网络的作用，
办好家门口的老年教育”，突出体现了社区老年教

育覆盖面广、普惠性强的特点。 越秀区是广州市

历史悠久的中心城区，文化底蕴丰厚，社区内各类

文化资源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依托社区教育发展老年教育，一方面能更深入地

挖掘利用社区的文化教育资源，丰富老年教育内

容，提升老年教育内涵；另一方面可以使老年教育

资源更好地向社区延伸，扩大老年教育覆盖面，促
进老年教育的普惠性发展。

２．有助于促进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

老年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最后阶段，体现

着学习的终身性，而社区老年教育是构建全民终

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基础。 面对

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越秀区原有的以老

年大学、老年学校为主的老年教育办学模式已经

不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元化的学习需求。 依

托社区教育平台大力推动老年教育发展，发挥社

区教育办学网络优势，有利于保障社区老年人在

晚年充分享受受教育的权利，促进终身教育体系

的构建。
３．有助于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老年教育是社区教育的重要内容，其最终目

的就是要提升社区老年人的个体素质，发挥其积

极的社会参与作用，为社区和谐稳定作出贡献。
开展社区老年教育活动，既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接

受教育的机会，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也为社区老

年人提供参与社区治理和建设的重要平台，成为

老年人融入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引导老年人树立

积极的人生观，主动适应时代的发展，投身社区服

务和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２］。

二、越秀区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举措及成效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背景下，

越秀区主动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将老年

教育作为社区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力推动社区老

年教育的发展，积极探索社区老年教育可持续发

展的实践路径。
　 　 （一）加强组织领导，逐步健全管理运行机制

为切实推进社区老年教育，建立社区教育工

作委员会和越秀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在区委党校

加挂社区教育学院一院牌子，把 １８ 岁以上成人的

社区教育工作纳入党校职责范围。 在 １８ 条街道成

立社区教育分院，构建“区委统一领导、政府统筹

协调、教育部门主管、有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支

持、社区自主活动、群众广泛参与”的管理运行机

制，形成覆盖全区的社区教育三级办学网络。 越

秀区社区教育学院在 １８ 条街道设立“长者学堂”
社区老年教育教学点，制定相关管理运行规章制

度，指导街道社区教育分院协同各职能部门、街道

社区共同推进老年教育工作，使老年教育的工作

部署和措施落到实处。
　 　 （二）强化培训交流，拓宽人才队伍建设渠道

人才队伍的建设包括管理服务人才和专业师

资队伍的建设，是发展社区老年教育的关键因素。
越秀区通过内引外联，整合利用辖区内专业教育

资源，构建社区老年教育人才师资库，加强社区老

年教育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培养专门的社区老年教育管理人员。 定

期组织对 １８ 条街道社区分院和居委社区教学点的

５０ 多名社区专、兼职社区教育骨干工作者进行“社
区老年教育工作者能力与专业标准”等相关主题

培训，使他们更加了解和掌握老年群体的性格特

点、心理需求、学习需求，为社区建设老年教育阵

地、组织开展老年教育活动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二是建立专业的社区老年教育师资库。 老年

人有自己的人群特征，社区老年教育要根据老年

群体的特征和需求开展教育培训活动，这就需要

有专门从事社区老年教育的专业师资人才来服务

社区老年人群的学习需求。 越秀区社区教育学院

与区内的专业教育机构、社区卫生服务医疗机构、
社区老年服务机构、高职院校合作，聘请专业教

师、专业人士、专家教授，建立优势互补的老年教

育人才师资库，提升社区老年教育课程质量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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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专业水平。
三是积极推进志愿者队伍建设。 将社区中各

行各业关心、热爱老年教育的专业人士、离退休老

干部、老教师、老专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以及社区老年服务机构的社工组织起来，建立社

区老年教育志愿者队伍，巩固和壮大社区老年教

育人才服务队伍。
　 　 （三）着力品牌建设，打造本土地域特色课程

社区老年教育要保持可持续发展，课程体系的

构建和学习内容的开发设计至关重要。 越秀区社区

教育学院以“长者学堂”社区老年教育品牌建设为

抓手，开发设计出具有本土地域特色的课程体系，既
丰富了社区老年教育的内涵，促进越秀区社区老年

教育的特色发展，又提升了社区老年教育的吸引力，
增强老年人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一是健康养生系列特色课程。 营养健康、养
生保健是现代老年人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

越秀区在开发设计社区老年教育的课程时，注重

加强老年人的自我健康管理和保健养生能力，培
养老年人的健康饮食习惯。 例如专门聘请辖区内

专业医疗机构的专家教授，在“长者学堂”中开设

“健康讲堂”，推出以广东中草药凉茶、养生药膳饮

食特色为主线的老年人保健养生、中医保健、四时

养生、茶文化与养生等为主题的特色课程。
二是广府文化系列特色课程。 越秀区是广府

文化的发祥地，广府文化特色最为突出。 越秀区

社区教育学院利用辖区内丰富的广府文化资源，
结合老年人的学习特点和需求，在“长者学堂”中

开设以“走读越秀，品味广府”为主题的特色课程，
例如光塔街社区教育分院的“粤语讲古”，北京街

道社区教育分院的“广府风情”“粤语讲诗词” “欣
赏广东音乐”等一系列体验式学习课程，以传承广

府文化为核心，让社区老年人从中学习粤语方言，
了解更多的广府传统历史文化知识。

三是红色文化系列特色课程。 越秀区红色基

因深厚、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是红色文化教育生动

的教材。 越秀区社区教育学院深挖藏于社区中的

红色文化资源所承载的红色史实和时代价值，在
“长者学堂”中开发以“越秀红色印记”为主题的一

系列红色文化特色体验课程，在课程中设计了“留
下一份红色记忆”“阅读一段历史情怀”“听一场党

史”等多个沉浸式体验环节，为社区老年人提供

“家门口”的红色文化教育。
　 　 （四）依托社区教育，丰富活动载体形式

越秀区社区教育学院打破传统的老年教育理

念，运用新观念、新形式、新技术，依托社区教育平

台，将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充分融合，创新教育载

体，丰富学习形式，以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学习需

求和不同层次自我发展的需要。
一是“社区教育主题活动＋老年教育”。 依托

“街坊学堂”社区教育平台，以全民终身学习周、健
康节、科技周、邻里节、街坊文化节等社区教育主

题活动为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老年教育活动。
例如，在“全民终身学习周”系列活动中，设置老年

教育活动专场，邀请专家教授入社区为老年人提

供“老年人慢性病防治宣讲” “低碳环保、智慧生

活”“家风家教”等专题讲座；邀请社区卫生院医护

人员为老年人提供身体健康检测和咨询服务；邀
请社区老年学习团队进行舞蹈、健身操、唱歌乐

器、书画、手工艺等才艺表演活动。 社区教育主题

活动为社区老年人搭建了展示才能风采和学习成

果、进行互动交流的平台，极大地活跃了社区老年

人的学习氛围。
二是“社区教育体验式学习基地＋老年教育”。

利用社区丰富的公共文化场馆，建立多个不同主

题的社区教育体验式学习基地，开发一系列的体

验式学习课程和项目。 例如珠光街社区教育分院

在“普公汉代陶瓷博物馆”学习基地开设了以汉代

陶瓷文化为主题的“普公课堂”，以体验式的学习

形式，让社区老年人享受 ＤＩＹ 陶艺制作的乐趣；黄
花岗街社区教育分院利用“军事科普微型博物馆”
学习基地开设军事科普知识课堂，通过现场的参

观体验向社区老年人群普及军事知识和我国军事

领域的发展史。
三是“社区教育网络学习平台＋老年教育”。

依托“街坊学堂”社区教育网络学习平台，打造社

区老年教育“微课”平台，推出“跟着唐诗去旅行”
“巧手工作坊”等系列精品微课程。 线上线下相融

合的学习模式突破了老年教育资源的时空限制，
增强老年人自主学习的灵活性、针对性和时效性，
使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更加丰富［３］。
　 　 （五）鼓励多方参与，创新合作办学模式

１．养教结合的办学模式

“养教结合”主要是养老服务和老年教育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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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即在进行养老服务的过程中融入老年教育。
越秀区作为广州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核心区，老
年人的素质较高，多元化、多层次养老需求更加凸

显，为适应普惠性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养教

结合的办学模式也成为社区老年教育的主要模式

之一。 越秀区社区教育学院与社区长者综合服务

中心合作，搭建社区资源共筑、共建、共享的平台，
在长者综合服务中心设立“长者学堂”，为社区养

老机构提供教育支持服务，定期派出教师为养老

机构的老年人带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程，将
老年教育延伸到社区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身边［４］。

２．共学养老的办学模式

社区共学养老是生活在社区的老年人，为了

生命成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自觉、自愿在社区学

习共同体中互爱互信、相助相伴、共学共享，更加

健康、积极地享受生命历程。 越秀区社区教育学

院注意培养在社区中的老年人学习团队和群体，
给予适当的引导、帮助和激励，并提供学习交流、
展示才能的平台，充分激发团队活力，让这些团队

和群体逐渐发展成为社区学习共同体。 例如北京

街分院的“诗词学习共同体”、流花街分院的“园艺

大学堂”学共体等，既能让老年人享受与兴趣相投

的人在一起学习的快乐，又能让老年人在愉快的

学习过程中发挥余热，分享自己才能服务他人，最
终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目的［５］。

３．党建引领的办学模式

越秀区社区教育学院在区委和政府的统筹领

导下，以党建引领社区老年教育发展。 一是依托

区委党校，建立“越秀区老年教育体验中心”，共享

区委党校的课室场地、实训基地、师资力量等资

源，为社区老年人提供道德素养、思想政治、党史

党建等教育学习活动；二是与街道党校合作，组织

引导社区老年群体学习新时代党的思想理论，将
思政内容融入社区老年教育，以体验式学习、红色

游学等创新学习形式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党史学

习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三是与基层党建活

动相融合，与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党组织联合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主动送师资、送课程、送活动，为老

年人提供积极的教育服务；四是发挥相关职能部

门、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的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组建社区服务老年教育的志愿者团队，夯实社

区老年教育人才队伍力量。

三、越秀区社区老年教育下一步工作思路与

建议
近年来，越秀区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在相关职能部门、各街道社区和社会各方面共同

努力下，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为进一步推动社区老年教育工作的开展，探索社

区老年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现提出以下

几点建议和思考：
　 　 （一）树立积极老龄观，增强社区老年教育意识

人口老龄化是挑战更是机遇，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越秀区

老年人口数量大、老龄化趋势明显，只有充分认识

发展社区老年教育对于贯彻落实积极老龄观、构
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意义，
在社会上树立和培育积极老龄观，增强社区老年

教育意识，才能更有效地推动社区老年教育可持

续发展。
一是在政府部门层面，要将这一理念落实到

与老龄事业相关的部门规划和工作中，带动全社

会认识到老年群体在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价值和

贡献，制定和完善政策措施为老有所学、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二是在社会层面，要尽可能为老年人的社会

参与创造便利的条件，把社区老年教育发展成为

老年人融入时代、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重要阵

地，促进老年人在和谐稳定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积

极作用。
三是在老年人群层面，要积极开展相关涉老

政策解读、老年生活品质提高、社会生活技能普

及、健康生活方式养成等教育学习活动，引导和教

育老年人群树立积极老龄观，促进老年人群主动

与时代对接，共同发展，实现自我价值［６］。
　 　 （二）突显地域特色，完善社区老年教育课程

体系建设

　 　 社区老年教育是依托社区，在利用社区资源

的基础上开展的各类教育活动，因此要因地制宜，
充分考虑社区地域资源特色，结合社区传统文化、
人文资源和民俗民风等特点，打造特色课程。 一

是进一步加强以道德素养、家风教育、文化传承等

积极向上、发挥潜能、服务社会为导向的特色课程

的开发，使社区老年教育课程体系更加丰富和完

善［７］；二是发挥特色课程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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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老年教育在课程结构的优化、教育资源的利用、
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学习形式的创新等方面的发

展；三是充分发挥社区老年群体中优秀传统文化

人才资源优势，打造本土文化特色课程，活跃社区

文化建设的氛围［８］。
　 　 （三）强化党建引领，提升社区老年教育质量

强化党建引领的关键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
以党建引领，不仅使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始终保

持正确的政治导向，而且有利于促进社区老年教

育的高质量发展。 要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在体制机

制上统筹协调作用，通过在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

中加强党的建设，确保党对社区老年教育的政治

引领主导作用，以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合力

发展；以党建引领动员社会广泛参与，拓宽社区老

年教育办学模式；在党委和政府统筹协调下，以党

建引领老年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人才队伍的建

设，使资源共享渠道更畅顺。

参考文献：
［１］ 孙鹃娟，梅陈玉婵，陈华娟．老年学与老有所为［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４２２⁃４７６．
［２］ 马伟娜．中国老年教育新论［Ｍ］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５２７⁃５７２．
［３］ 丁利荣．“互联网 ＋ 社区老年教育”的价值与实施路径研究［Ｊ］ ．中国成人教育，２０２２（３）：５７⁃６１．
［４］ 王垚芝，卢德生．“积极老龄化”理论下养教结合社区老年教育路径探析［Ｊ］ ．职教论坛，２０２０（９）：１０６⁃１１２．
［５］ 周延军，李彦．新时代社区老年教育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究［Ｊ］ ．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２０２１（６）：８⁃１４．
［６］ 卢显洋．积极老龄化视域下社区老年教育实践、困境和发展路径［Ｊ］ ．哈尔滨学院学报，２０２２（４）：１４１⁃１４４．
［７］ 李增蔚，季孝琛，胡斌武．积极老龄化视阈下城市社区老年教育转型探究［Ｊ］ ．职教论坛，２０２１（４）：１２３⁃１２８．
［８］ 韩娟．积极老龄化理念下的老年教育课程建设策略［Ｊ］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１（１）：７０⁃７４．

（责任编辑：周俊玲）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ｇｉｎｇ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Ｙｕｅｘｉ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ＬＡＩ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ＬＩ Ｈｏｎｇ⁃ｗｅｉ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Ｙｕｅｘｉ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ｕｒ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ａｓｋ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Ｙｕｅｘｉ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ｇｏｏ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ｅａ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ｈｏｏｌ⁃ｒｕｎ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ｇ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０１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