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76岁的康美街道民乐社团团长刘明忠正组
织学员抓紧练习，想争取在今年春节“康美印象”年终
盛典中拿到一个登台名额。

原来，去年春节前，“康美印象”发出节目征集令，
在“社区学院”磨砺了1年多的各社团摩拳擦掌，都希
望登上舞台，向邻居们展示自己。

但民乐社团的节目落选了，刘明忠心有不甘，希望
今年更加努力，能登台展示学员们的风采。

“以前社区有事，得发点礼物，居民才来。现在
他们主动来、争着来。”康美街道金竹苑社区党委副
书记杨鑫从2008年社区成立以来就在此工作。她记
得，社区成立初期想组建一个50人的合唱队参加街
道比赛，一两个月时间换了几拨人，勉强搭起来的队
伍人心不齐、效果不理想。现在准备一场节目，社区
只需要发一个通知，很快就能排出一台质量颇高的
演出。

在邢家桥社区中心地带，有一个由居民们共同管
护的“生态花园”。这个“生态花园”的前身是一片违章
搭建地。邢家桥社区通过整合艺术家资源，将其精心
设计修整为“生态花园”。艺术团队完工后，由60名

“社区学院”学员组成的“生态花园”先锋志愿者进场，
他们分工明确，按时浇水，时时清点，共同维护身边的

“小而美”。
“各种社团和兴趣班的居民群众平时学在一起、乐

在一起，有事时自然能干在一起，主动成为社区建设的
参与者、推动者、贡献者。”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谢兰对
此有着深刻感受。她说，“社区学院”对居民形成了强
大的正向激励，而这种激励，又“点燃”了居民向美而行
的内生动力：试点街道、社区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交流、
年年有展演；社区为学业进步的居民办画展、摄影展、
手工艺展；学习成效在街道、社区的微信公众号上呈
现，促使居民从“跟学”到“乐学”……

两江新区还对“社区学院”中涌现出的有突出表现
的志愿者建立了志愿积分兑换奖励机制，并将其纳入
社区“千人故事”“两江榜样”等典型选树候选库，构建
起兴趣、培训、活动、展示、评价一体化的服务闭环。

如今，在“社区学院”学习优异的居民，已成为学院
老师或社区贤达，同时也成了基层治理带头人。居民
的家园归属感、社区认同感显著提高。

两江新区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兴趣两
江”正在建设数字化解决方案，数字化赋能后的“社区
学院”将在两江新区全域推广，实现质效跃升，基层治
理活力焕发。

熟人成了榜样
形成正向激励

“点燃”居民内生动力

“我们街道有大量公租房居民，如何把他们团结起
来？没有文艺特长的人也有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供给
怎么增强？社区可不可以从一个单纯的生活空间变成
精神家园？”康美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斌坦言，这是他们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作为两江新区开发建设最早
的混合型社区，在逐步完善居民养老、托幼、安全等刚
性需求的基础上，居民的文化、艺术、心理等精神文化
需求也在日益增长。

如何打造“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淳风气”的群
众精神家园？经过综合研判，两江新区决定以居民的
共同兴趣爱好为突破口，搭建良性互动平台，开设“兴
趣两江”“社区学院”，并在康美街道金竹苑社区及人和
街道邢家桥社区开展试点。

“社区学院”第一要务是聚人气、升热度。
两江新区给出的方案是“投其所好”，发动居民

自主定制兴趣社团课程表，并据此提供“订单式”服
务。

康美街道先后12次深入金竹苑社区的小区、周边
园区，采取问卷调查、座谈讨论、街边随访等形式，对居
民是否支持兴趣班、需要开办哪些兴趣课程、对课程有
何期待以及社区有多少文艺能人、群众有哪些兴趣爱
好等17个问题展开问卷调查。

一时间，“社区兴趣班”成为金竹苑的“热词”，
居民的“兴趣订单”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社区。在
广泛调查摸底、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金竹苑社
区建立了艺术、体育、科技、文化、便民服务等5大社
团联盟，下辖巧思手工、启迪智慧、碗碗茶闲聊、“快
乐节拍”非洲鼓、创客等34个社团。同时建立由康
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担任社团联盟总指挥、社区党
委书记担任副总指挥、5大社团联盟盟长和34个社
团团长为指挥员的工作专班，确保周周有课程、月
月有活动。

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则通过小院议事、真情走访
等调研，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QQ群等平台，开展
全方位问卷调查，让居民自己制定“课程表”，组建了太
极拳、快板、腰鼓、象棋、绘画、音乐、舞蹈、手工编织、走
秀等11个社区兴趣班。

为了给“社区学院”提供学习场地，处于城市更新、
老旧小区改造关键期的邢家桥社区，还想方设法整合
各类阵地资源，确保顺利开课。

记者在邢家桥社区看到，绘画、象棋、手工编织班
是在一个30多平方米的街边门市里上课；舞蹈、走秀、
音乐班课程在过去辖区工商所搬走后的办公场地开
展；快板、腰鼓班课堂设在小区院坝一块空地；太极拳
班学员太多，人和街道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在街道广
场的桂花树下上课……

“我们这里基础条件的确有限，但社区尽最大努
力支持我们发展兴趣爱好，人情味很浓。”73岁的尹
必芝和71岁的尹必珍既是姐妹，也是绘画班、音乐
班、手工编织班的同学。她们说，大家画画所需的颜
料、画板、画笔均由社区提供，自己没花过一分钱。

“我们每节课准时参加，乐享其中，有种重回青葱岁
月的感觉。”

兴趣成了凝聚力
“订单式”开班

搭建群众精神家园

一个竹筒、一根竹竿，就地取材制作的竹节成为舞
蹈中的节奏道具，居民何开碧自编自导竹节舞，将传统
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她曾带领舞蹈队前往北京参
加全国舞蹈赛事，并斩获大奖。

17年绘就3000余幅唐代仕女图，一把剪刀、一张
纸就能“变出”惟妙惟肖的图画，居民范平的绘画作品
曾在北京奥运会展出，还被全国妇联中国妇女儿童博
物馆永久收藏。

79岁的彭应贵，16岁考入重庆市川剧院戏曲训练
班，师从宋桢柏、刘天振等名家，学习音乐理论创作，将
所有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川剧中。1993年退休后，他
便开班讲学，培养新人，致力于普及川剧。

……
这些“藏”在辖区的文艺达人在问卷调查和邻居力

荐后“浮”出水面。
为破解以往社区活动“干部干、群众看”的独角戏

难题，试点街道、社区除邀请国家一级太极教练等专家
级老师进行授课指导外，还挖掘出一批辖区内热心公
益事业、拥有专业特长的社区志愿者，建立师资管理团
队，让本土能人服务居民。

如今，热爱文艺又热心肠的何开碧创办了竹节舞、
太极拳、腰鼓等多个社团，老伴在民乐社团拉二胡，女
儿张丽玲也在她的影响下创办了“起舞榕树下”社团，
教授舞蹈。

范平则成为了剪纸绘画专家，被附近多个社区邀
请为居民授课。

“身边人”担任老师，促使居民参与度更高，不少居
民也由“观众”变成“主角”。

去年12月18日晚，金竹苑社区广场上，大妈大姐
们跟着年轻的“小老师”刘甮君学习时下流行的网红舞
步。

23岁的刘甮君是市内一所学校的舞蹈老师。因
为妈妈、姨妈时常在康美街道剪纸班上课，她也“毛遂
自荐”，每周一晚上来教大家跳舞，她用自己的热情与
活力，为兴趣班带来了新的活力。

去年12月20日，金竹苑社区非洲鼓社团学员们
穿上红马甲、背着非洲鼓，走进社区养老服务站，为老
人表演节目。学员们还将关爱老人、残疾人纳入每周
的“课外活动”，为大家带去关怀。

在试点街道、社区，“社区学院”已不单纯是社区兴
趣活动，而是以兴趣为纽带，织密友好互助网络，将过
去游离松散的个体，团结成乐于行善、解难帮困的志愿
者。

“由于共同兴趣爱好，大家天天在一起上课，邻里
间的关系更融洽了，彼此更亲热了。”71岁的非洲鼓社
团学员陈启惠住在金竹苑社区十几年了。她说，过去
邻里之间谁也不认识谁，偶尔会有磕磕碰碰，拌嘴怄
气。而现在，在共同学习、排练、比赛中，大家增进彼此
交流，就算有了小矛盾都一笑而过。

邢家桥社区合唱班班长孟吉伦的老伴前一阵出了
交通事故，伤势严重，班里的同学不仅自发给他捐款补
贴医疗费用，街道和社区干部还时常上门去看望他和
老伴，帮他照护老伴打打帮手。孟吉伦说到这些，眼眶
红了又红。

邻居成了同学
织密友好互助网络

居民由“观众”变成“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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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郭晓静 张莎

去年12月21日上午，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
社区一间小小“画室”里，11位学员专心致志跟着老师
冯小玲临摹油画《浪漫的海滩》。“不着急，我们从帆船
开始，先构图……”在冯小玲的耐心引导之下，学员们
的创作渐入佳境。

73岁的尹必芝学绘画1年多了，她说，在这里，自
己不仅感受到了自然之美和生活之趣，还参加了社区
举办的画展，心中自豪满溢。

在两江新区康美街道金竹苑社区诗歌沙龙社团，
26岁的学员简媛将所学“变现”：在不久前的公司活动
中，她主持节目得心应手，同事们都为她点赞。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群
众在文化、艺术、审美、心理等精神文化方面的美好需
求快速增长，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特点。
如何实现“兜底民生”向“品质民生”转变？两江新区在
全市首创“兴趣两江”居民服务项目，试点通过开设“社
区学院”，引导居民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专业等自主
分组建立社团，开展全生命周期的个性化定制服务，打
造终身学习的平台。

试点两年来，两江新区依托“社区学院”开设的“兴
趣课堂”深度链接居民，构建起兴趣、培训、活动、展示、
评价一体化的服务闭环。

两江新区创新基层治理，在街道、社区试点兴趣班、
社团课，让居民学在一起、乐在一起、干在一起——

“社区学院”火了

▲两江新区康
美街道金竹苑社区，
居民范平（左二）在
巧思手工社团教居
民剪纸。（摄于 2023
年12月1日）

◀两江新区人
和街道邢家桥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73岁的尹必芝和71
岁 的 尹 必 珍 姐 妹
（右）和邻居们一起
跟 着 老 师 临 摹 油
画。（摄于2023年12
月21日）

（本版图片除署
名外由记者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两江新区康美街道金竹苑社区，金鸣乐民乐社团成员为两
江新区“社区学院”点赞。（摄于2023年12月9日）

特约摄影 辛飞/视觉重庆

两江新区“社区学院”精彩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两江新区康美街道金竹苑社区本勋广场，张丽玲
（左一）指导“起舞榕树下”社团排练舞蹈。（摄于2023年
12月9日）

重报时论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臧博

两江新区金竹苑社区，居民们正在跳舞，不远处的“社区
学院”正在上课：器乐、声乐、舞蹈、剪纸……各个课堂上，大
家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聚在一起。课上是同学，课下是“舞
友”“歌友”“拳友”“画友”，邻里关系分外融洽。

“社区学院”式探索，有其特殊性，又具普遍性。以邢家
桥社区为例，这个典型的混合型社区，居民由农
转非、拆迁安置户、购房迁入户三类人组成。如
何打破隔阂，将平时互不相识、来往不多的社区
居民，团结为一个整体？街道、社区做了多次调
研后，发现居民对文化艺术等兴趣爱好的需求
较高，“社区学院”模式也随之提上日程。

从概念到落地，“社区学
院”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闯
出了一片新天地：“社区学
院”课程、活动越来越丰富，
居民之间往来更频繁了，邻
里关系更和睦了。过去基层

治理面临的“找不到人”的问题迎刃而解，甚至邻里之间一些
口角、纠纷，也化解于无形。

基层治理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乡镇、村庄如此，街道、
社区也一样。跳出两江新区甚至重庆市的范畴，再看“社区
学院”，与其说它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公共交流的空间，不如
说它化解了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与基层文化艺术供给之间
的矛盾。

从观察现象到提出问题，从正视问题到解决问题，“社区
学院”在对居民的调查问卷和谈心中被提炼了出来。在开展
试点的过程中，许多远超预期的正面效应开始外溢：因为“社
区学院”，居民与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居民与社区工
作人员之间，建立起了更紧密、更深层的联系，大家从物理空
间上的共同体，升级成为兴趣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价值共同
体。基层治理的群众基础，也在这种认同感与归属感之中，
更加深厚，更具韧性。

“社区学院”试点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下一步两江新区
将在引入数字化解决方案后进行全区推广。期待全市各区
县的“社区学院”式探索越来越多，让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越来越强。

期待更多“社区学院”式探索

◀两江新区康美街道金竹苑社区本
勋广场，太极拳社团学员在打拳。（摄于
2023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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