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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成校推动“银龄跨越数字鸿沟”的探索与实践 
徐贵祥 1  蓝伊啸 2  蒋宏达 3  郑  娟 4 

（1.浙江省江山市双塔中心成校 高级教师；2.浙江省衢州教育局职成教处 高级教师；3.浙江省衢州
职业教育教研室 高级教师；4.中国移动浙江省江山分公司 副总经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

的各个领域，人类正在进入以信息通信业为引领的数字经济发展时

期  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突破和融合应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

抢抓历史机遇、赢得发展主动的共同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互

联网大会上指出“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 13 亿中国人民”，“13

亿中国人民”中的难点关键点在哪？答案当然非常清楚是“老年

人”！ 

开展老年智能手机使用培训，大家都觉得非常迫切，但如何实

施又感到心里没底。于是，我们开展了为时一个月的走访调查活动，

先后走访了 7 个乡镇（街道）的 280 位、年龄 60 以上的老年人，

以及 20 位乡镇部门领导、50 位村（社、企）干部和 50 位中青年朋

友。我们的调查结果是：96.07％的老年朋友“做梦都想有个智能手

机、可以上上网、聊聊天、视频视频……”，88 岁高龄的汪成群婆

婆这样对我们说：“看孙子每天耍手机很开心，做梦都想玩一回。”

80％的乡镇部门领导表示支持“这项工作如果能做好功德无量”，

但也有 20％的领导表示“涉及老年上网的事情要慎重，如今电信网

络诈骗防不胜防，成校搞老年智能手机使用培训我们不支持”；100

％的村（社、企）干部表示“愿意配合我们搞智能手机培训，但不

仅仅是老年人”，我们还希望成校能够指导村民利用手机开微店、

做直播，把农特产品卖到杭州、上海、甚至国外去，帮助村民经商

致富；100％的中青年朋友表示“非常赞成，但老年机不能上网，

花几千元买又舍不得，好事难做”。 

依据调查事实，我们把“银龄跨越数字鸿沟”摆上突出的位置，

深入调研，系统谋划，积极推行“一核引领、双联聚力、七化推进”

助老智用工作模式，边探索边完善，使之成为加强成人教育工作尤

其是农村老年教育工作、创新服务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 

具体做法 

“一核”引领，推动“银龄跨越数字鸿沟”落地见效。确立成

人培训助力老年人过高品质生活的理念，围绕“帮助老年人利用智

能手机跨越‘数字鸿沟’，提升其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这一

核心，我们制定（2016 至 2022）区域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培训 7

年行动计划，确立每年不少于 2000 人的培训任务，按照“就近就

地、先易后难、注重实效”的原则，要求每位老人至少参加培训 5

个学时，切实提高老年人智能手机的使用能力。同时设定“五级目

标”质量体系，“一级目标”是会“语音聊天”。会用微信、QQ、

钉钉等聊天工具，会自己建群，会语音聊天、会收发图片、会下载

文件；“二级目标”是会“查看新闻”。会自行下载安装“学习强

国”、“今日头条”、“浙江新闻”等 APP；“三级目标”是能“智

慧办事”。会灵活运用“浙里办”等 APP，重点是学会“网上挂号、

能打滴滴、能利用 12306 购买高铁票等”；“四级目标”是会“智

慧学习”，能上“乡村空中学堂”学习“家庭教育、健康养生、花

卉栽培等”知识；“五级目标”是会“智能善用”。会安装“抖音”，

学拍视频，并上传展示自我风采，能在“学堂粉丝生活”中用自己

的专长或知识为“粉丝”服务。其中达到“三级目标”为合格，“四

级目标”为良好，“五级目标”为优秀。 

“双联”聚力，织密上下贯通、互联互动“立体网”。纵向建

立中心成校、乡镇（街道）成校、行政村（社区）村（市）民学校

三级联动机制。中心成校把老年智能手机使用培训工作纳入成校工

作总体布局，坚持高点定位、高目标引领、高标准推进。建立老年

智能手机使用培训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出台 5 项实质性举措，通过

精心部署推动、“走出去”培训驱动、抓点示范拉动、夯实责任带

动，有序推进老年智能手机使用培训工作。成立由中心成校校长、

督学中心书记任组长的老年智能手机使用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发挥

“一线指挥部”作用，重点（包片）加强培训工作的组织实施、资

源配置和督查指导。乡镇（街道）成校校长、书记履行直接责任，

发挥龙头枢纽作用，负责（包乡镇）统筹本辖区推进和抓好落实。

行政村（社区）村（市）民学校校长履行具体责任，发挥战斗部垒

作用，负责（包村、社）组织动员和服务管理，从而形成了以上率

下、以下促上、上下联动、共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横向建立成校与辖区部门单位、企业组织的互联互动机制。坚

持组织联建。全面推行“助老智用”党员志愿者讲师制，吸纳 149

名片区单位、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民警、村民小组长中的

党员负责人兼任老年智能手机使用培训志愿者讲师，乡镇（街道）

成校每季度、村（市）民学校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集思广益，

共商老年智能手机培训事务。我们配合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积极推

进社区教育进农村文化礼堂工作，发动乡镇（街道）成校教师下沉

到村开班培训，让“培训进村、课堂入户、服务到人”，帮助老年

朋友“方便学”，通过师徒结对推动培训工作落地见效。我们通过

与片区有爱心、有实力的企业合作，解决培训项目推进工作中遇到

的智能手机、活动资金和信息技术等难题。如江山移动公司给予整

个活动“三送一奖励”暖心助力，“三送”就是一送手机（智能手

机一部）、二送话费（200 元）、三送流量（最初是每月送流量 3.5G，

连续送 24 个月，现在是每月 30G），“一奖励”就是在培训开始后，

最先学会并且开始视频聊天的 5 位学员，公司奖励他们一条移动宽

带（免费安装），并减免 2 年的月租费。活动开展 6 年来，该公司

累计为我们提供了 9689 台智能手机，减免月租费、流量费、安装

费等 1257 万余元。 

“七化”推进，提升“银龄跨越数字鸿沟”服务水平。一是系

统化谋划。我们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针对老年人

动作慢、年龄大、接受能力弱等特点，编制培训计划，提出“五级”

培训质量目标，确定每期不少于 5 个学时的培训时间，选择“一对

一、手把手”的培训方式，同时提出学员入学资格要求，编写适用

于本地老年人培训的教材；二是全员化目标。根据培训试点村，老

年人报名异常火爆的实际，乡村大喇叭发出培训通知不到 2 个小时，

报名人数超过办班预期，原计划培训 40 人，结果报名 58 人，可见

老年人是多么的迫切，何等的期待，因此我们确立全员化培训目标；

三是项目化推进。我们建立培训工作清单，逐级分解任务，制定作

战图、时间表、责任人，挂图作战，把工作措施具体化、项目化、

工程化，严格考评督查，以硬作风推动硬落实；四是区域化协同。

坚持“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统筹组织、资源共享、协同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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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整个双塔片区同步启动，协同推进；五是多元化参与。消除

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不仅仅是教育的事，我们做到上下联动、

左右互联，全区域各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参与；六是精细化服务。

设计“学、练、测、讲、评”老年智能手机使用培训“五步技能养

成法”，做到个性化辅导、需求化标准、本土化教程、智能化应用；

七是信息化支撑。我们采用集中培训与分散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对

于部分空巢老人采用“乡村空中学堂”的“移动课堂”教学模式，

具体是志愿者在村干部的陪同下进村入户、送教上门、“一对一”、

“手把手”指导老人使用手机打电话、收发微信、QQ 视频、上网

浏览以及关注“乡村空中学堂 App”等。然后成校通过“空中学堂”

向其推送有趣、有乐的微视微课。 

实践成效 

“老年智能手机培训”成了幸福乡村建设的“助推器”。纵向

联动、横向互联的“双联”培训，让区域企事业单位、村（社）小

组长、青年党员全部参与其中，促成区域“为老服务”大联合。《一

场百味的老人“触网”盛宴》经过媒体报道后，区域活动逐步演变

成全市联动，各乡镇、各部门多渠道、多层面、多方位助力，力量

“同心”，全域为老服务握指成拳拧成“一股绳”，农民精神风貌

得到明显提升，有力促进了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以来，全

市新增新时代美丽乡村 80 个、幸福乡村 25 个。助推我市成功承办

浙江省美丽乡村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现场会，实现浙江省新农村建

设优秀单位“十连冠”，荣膺首批浙江省美丽乡村示范县。2020 年

11 月 5 日，《学习强国》对我们的工作作了如实报道：江山市双塔

中心成校实施老年触网培训工程，帮助老年人建立“微信群”和“Ｑ

Ｑ群”，架通“爱心立交”。不仅丰富了老人的精神生活，还推动了

“睦邻友好”邻里关系。5 年来，共开展老年手机培训 127 场，培

训 9758 人，免费赠送手机 8594 台，安装宽带 409 条，建立起“夕

阳红微信群” 319 个、ＱＱ群”358 个，促进了农村乡风文明，“老

年智能手机培训”成了幸福乡村建设的“助推器”。 

“老年智能手机培训”成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孵化器”。“我

很笨的，一直都不会用手机，今天来上课都不好意思开口。”78 岁

的王培丁学员接着说，“这下好了，培训不收钱，还送手机，共产

党真好！……今天的老师比学生还多，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老师

们很耐心，一个一个步骤教，一点不嫌我学得慢。这样的培训很实

用，我们都能学会。我趁机建了一个微信群，已有 36 个粉丝了，

今天的培训我们打心底里喜欢。”在我们江山像王培丁一样能灵活

运用智能手机的中老年人，目前有 8 万余人。在市老年大学、江滨

公园等地，就“您是否会网购”一事，有记者曾经随机采访了 30

位老人。73.3%的被调查者选择“会”，仅有小部分人不会。其中，

50 至 60 岁占比 82%，60 至 70 岁占比 18%。2020 年 6 月 16 日新华

网《浙江江山：成校为老人送上“大礼包”》卖出破锅买进大米，

老年人玩转网络购物……，成校智能手机培训大大提升了老人的生

活品质，营造了浓厚的尊老敬老氛围，成了老年人美好生活的“孵

化器”。 

“老年智能手机培训”成了助力乡村振兴的“推进器”。成校

老年智能手机使用培训招募了大批志愿者，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是

本地土生土长的乡镇（街道）、村（社）、企业干部……他们在指

导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工程中，自己也开拓了不少思路，从中受到

许多启发，并进行有益探索与实践。近几年来，成果频频见报：《中

国小康网》载《江山电商“万马奔腾”》，《中国工商报》载《浙

江江山市：养猪专业村“蝶变”电商村》，新浪视频、腾讯新闻载

《浙江江山:三无村”变身“淘宝专业村”》，《江山新闻网》载《长

兴村巧借电商增收致富 销售总额一亿元 带动就业 500 人》。2020

年 6 月 16 日《新华网》刊发题为《浙江江山：“群雁村播”助力乡

村振兴》：在浙江省江山市，农民变主播、手机变农具、直播变农

活正成为农村的致富新模式。2020 年 9 月 30 日《人民网》载《衢

州江山：“十县百亿”再推进电商助农谱新篇》：浙江省商务厅副厅

长房立群介绍说：“江山电商助农打通‘两山’通道，这也是开展

‘互联网+特色农业+精准扶贫’模式的有益探索，农产品电商已成

江山金名片。”  

“老年智能手机培训”成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加速器”。“今

天 你 学 习 了 吗?”“ 学 习 强 国 您下 载 了 吗 ？ ”“ 涨 了 多 少积 分

了？”近年来，类似这样的话成了江山市老人打招呼问候的

新方式，看要闻、学思想、答试题、晒积分，老人们比学赶

超，“学习强国”氛围浓烈，已然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2019

年 7 月 30 日《澎湃新闻》欣喜报道《这群老人厉害了！“玩”智能

手机赶超年轻人》。2020 年第 12 期《中小学教育》载《乡村空中学

堂－－新时代农民培育新模式的创设与实践》……农民手机持有量

达 74.7％，其中 99.8％的在外务工青年拥有智能手机；98.4%受访

者表示“太想学致富本领了，可没时间学，也不知道到哪儿能学”，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大量应用和农村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江山市双

塔中心成校打造出‘乡村空中学堂’，助力城乡居民智慧学习。浙

江省成人教育专家郭耀邦教授高度评价，“乡村空中学堂变封闭教

为开放学、变指路子让农民走为指导农民找路走、变农民不知怎么

学为可学、乐学、会学、善学，老年智能手机培训成了全民终身学

习的‘加速器’。” 

“老年智能手机培训”成了成校美好声音的“播放器”。参加

老年智能手机使用培训，让老年朋友们聚集在一起，村民们的业余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新塘底村 75 岁的徐竹英等老人，报名就读了

市老年大学。据了解，目前这个省级电商专业村有 9 位老年人就读

市老年大学。”2018 年 6 月 20 日《浙江日报》载《江山 76 岁老人

超写实作品堪比照片》：一个 76 岁的老人，能熟练地用微信发文

字和图片，能上百度“钢笔画”“手绘”“彩绘”吧发帖，和一群

年轻人探讨艺术么。祝渭洋老人“活到老，学到老”，他有 12 幅

写实画全国油画大赛”，并在纽约、多伦多、北京、香港、深圳等

地展出。 

我们编写的教材《老年触网培训》荣获 2017 年浙江省成教学

习品牌项目，工作经验分别在 2017 年全国学习型农村建设现场会

上和 2018 年“全国农村职业教育干部培训班”上交流，并荣获 2018、

2020 年度浙江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教科研成果一等奖，案例

载入 2018 年《中国互联网学习白皮书》，全国农村成人学校唯一

入选，多次被《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成人教育》《中

小学教育》《中外交流》《浙江教育报》等媒体（杂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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