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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 紧盯留守儿童关爱小切口 做实家庭教育互助大文章
建立“40+30+N”志愿服务体系 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新模式

每逢周末，栗子乡文化广场都会变成孩子们的欢乐海洋。沉浸在“栗米阳光”家庭教育互助会轮番开展的主持知识学习、益智类游戏、心理疏
导、文体活动等美语、美慧、美心、美艺“四美”活动中，孩子们因为互动参与、内心喜欢而发出阵阵欢声笑语。

“最初成立教育互助会是为了解决家庭在青少年教育中的作用缺位。”丰都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底，丰都县创新提出了家庭教
育互助概念，率先在栗子乡展开试点，动员社会力量和资源利用留守儿童周末、寒暑假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互助活动。

如今，通过激发干部群众力量建立“40+30+N”志愿服务体系，强化资金筹集、评估考核等多项机制保障，全县已经组建家庭教育互助会40个，
入会会员4200余人，其中留守儿童2400余名，覆盖家庭3100余个。

“从解决一个痛点、提出一个概念，到创新一种模式、实施一套机制，再到形成品牌特色，丰都始终坚持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家庭教育互助结合
起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积极探索一条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丰都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丰都既是人口大县，有户籍人口85
万人，也是劳务输出大县，有近26.5万人
外出务工群体、1.4万名留守儿童。很多
留守家庭存在文化水平较低、教育意识淡
薄、家庭教育缺失等问题，留守儿童失管
脱管已经成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痛点。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2021年底以来，
丰都坚持“基层治理的对象是社会，社会

的最小细胞是家庭，家庭的中心是孩子”
的理念，创新提出了家庭教育互助概念，
集中精力办好家庭教育互助会，常态开展
教育互助活动，切实解决留守儿童脱管失
管等问题。

“打造家庭教育共同体，不仅可以让家
庭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还能够发挥
家庭兜底功能，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创

新。”丰都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进一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丰都县按照“党建为魂、家庭为根、组织
为本”的治理理念，不断强化顶层设计。比
如，印发《青少年家庭教育互助会工作实施
方案（试行）》等系列文件，成立全县家庭教
育互助工作领导小组。同时，在领导小组
统筹管理下，组建“县级家庭教育互助联合

会指导协调+乡镇（街道）家庭教育互助会
组织实施+村（社区）家庭教育互助点有效
补充”工作体系，负责制度建设、课程设计、
项目实施、群众组织等工作。

今年6月18日，全县召开“青少年家
庭教育互助会”现场推进会，家庭教育互
助工作在全县铺开，逐步实现了30个乡
镇（街道）活动全覆盖。

解决一个痛点 关注留守儿童提升基层治理

创新一种模式 坚持群众主体鼓励志愿互助

近年来，丰都县提出加快构建“快感
知、有法度、能生长”的基层社会治理模
式。一支强有力的志愿服务队伍，成为激
发群众自主性、发挥家庭教育互助志愿服
务力量的关键。

今年6月，丰都县先后制定了《丰都
县家庭教育互助志愿服务队伍组建方案》
《丰都县家庭教育互助志愿服务队伍管理
方案》等系列文件，明确开展“家庭教育互
助志愿服务”的队伍建设、志愿者管理、志
愿服务、保障措施等内容。

目前，丰都县已在民政部门登记成
立全县家庭教育互助志愿者协会。同

时，在县级层面，立足支持青少年全面发
展目标，建成40支 1812人的志愿服务
队伍，作为家庭教育互助补充力量；在乡
镇（街道）层面，以机关干部、学校教师、
医护人员等为主体力量，建成30支708
人的家庭教育互助志愿服务分队；在村
（社区）层面，以村社干部、驻村工作队、
村官、乡贤、返乡大学生等为主体力量，
建成若干支家庭教育互助志愿服务小
队，最终形成“40+30+N”的志愿服务体
系。

9月21日，丰都县家庭教育互助志
愿者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家

庭教育互助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召
开。会议明确，在未来 3年内，全县家
庭教育互助志愿者力争达到 1万人左
右，基本满足家庭教育互助各方面需
求。

为了进一步坚持群众主体，丰都积极
推动村（社区）设置家庭教育互助会（点），
发动村（社区）在家监护人加入互助会
（点），并在互助会（点）中建立功能型党组
织，由党员家长担任互助会（点）党组织书
记、会长。

同时，打通基层文明实践所（站）、党
群服务中心、党员活动室、远程教育站

点、农家书屋、道德讲堂、梦想课堂、青年
之家·城乡社区市民学校、村（社区）社会
工作室等场地，用好用活场地、器材、书
目等资源，打造家庭教育互助“第一阵
地”。开发原有村级小学、教学点等闲置
资源，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对原有校舍功
能进行修复、完善，打造家庭教育互助

“第二阵地”。对于远离村（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以及不具备开发闲置校舍资源的
情况，择优选择党员户、模范户作为“互
助中心户”，以方便留守儿童就近就便就
学，作为解决家庭教育互助场地的有益
补充。

形成品牌特色
制定需求清单精准设计课程

“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通过镂空雕刻
的技法在一些薄片材料上制作工艺品，这是早
在纸张出现以前就开始流行起来的……”今年
6月，名山街道开办青少年家庭教育互助会，打
造以“叶脉画”“瓢画”“剪纸艺术”等非遗传承为
主的兴趣培养课程体系。

在高家镇汶溪社区的家庭教育互助点，则
开设了以绘画、书法为主的兴趣课，以“爱护环
境，共建美好家园”为主题的实践课，以“小小演
说家”为主的表达课，让青少年“同乐同进步”。

“不同的家庭教育互助会（点）已经形成
了各具特色的课程。”丰都县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所有教育活动都遵循“双减”政策
要求，坚持“活动为主、课程为辅，技能为主、
知识为辅，关爱为主、教育为辅”，实施道德品
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
等方面的持续培育和影响，促进青少年综合
素质能力全面提升。

为了精准化设计课程，丰都县制定了“青
少年需求清单”，摸清底数、了解需求、掌握情
况，通过座谈会、电话联系、入户调查等方式，
了解孩子之所需、家长之所盼，让课程走进家
长和孩子的心坎，吸引全社会广泛参与。比
如，栗子乡在互助会设立“心愿墙”，征集到的
青少年“微心愿”通过市人大机关党组织帮助
基本得到实现，互助会各类爱心捐赠而来的
桌椅、图书、空调等让青少年感受到来自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

目前，丰都县通过整合宣传、司法、环保、
文旅等县级相关部门力量和资源，开设理想信
念教育、非遗传习、科普知识、篮球、跆拳道、国
学等综合性课程40门。家庭教育互助正逐步
发展成为丰都县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推动
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亮点品牌。

张亚飞 刘钦 孔德虎
图片由丰都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提供

——重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主题报道·丰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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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一套机制
以三项机制保障常态化运行

高家镇汶溪社区龙眼、蔬菜、柑橘等产业发
展优势明显，每年有集体经济收入分红20万
元。今年，为了搞好家庭教育互助工作，社区拿
出10万元，并积极争取县级相关部门、社会爱心
企业支持，共筹集经费50万元修建“爱心餐厅”，
为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提供一个舒适的就餐环
境，受到社会广泛好评。

“如果说打造志愿服务体系解决了人力来
源问题，资金从哪里来、如何评估工作质量、如
何实施激励举措则需要一套完整的机制予以规
范明确，以保障家庭教育互助常态化运行。”丰
都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此全县已经
建立起资金筹集机制、跟踪评价机制、嘉许激励
机制。

在建立资金筹集机制方面，丰都县统筹县
级公共服务资源重点向基层家庭教育互助会倾
斜，采取县级保障、乡镇自筹、社会捐助等方式
予以资金保障。比如，县委宣传部牵头成立了
文明实践专项基金，由县财政注入30万元作为
基金启动资金，同时在“3·5”学雷锋日、“9·9”公
益日等时间节点线上线下开展社会公开募集；
各乡镇（街道）对家庭教育互助会补助启动经费
3万元至5万元不等，为活动开展、项目实施、评
优树模等工作提供保障。

在建立跟踪评价机制方面，县委组织部、县
委宣传部等部门组成工作专班，不定期深入各
乡镇（街道）开展检查，同时邀请第三方机构对
家庭教育互助工作开展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
方面进行评估。各乡镇（街道）家庭教育互助工
作纳入党建工作考评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层
社会治理测评，并与领导班子目标绩效考核、领
导干部个人实绩考核挂钩，推动家庭教育互助
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在建立嘉许激励机制方面，通过印发《丰都
县志愿服务嘉许激励办法（试行）》，积极探索志
愿服务嘉许激励制度，明确志愿者星级认定、保
险购买、评优评先、优惠公共服务等礼遇，并开
展年度志愿服务先进典型评选。

2022年关爱栗子乡留守儿童庆“六一”活动

巾帼志愿者陪伴留守儿童做益智拼图游戏

名山街道家庭教育互助会开设剪纸技艺传承课程 消防知识进家庭教育互助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