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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推行终身教育的“渝北模式”

电大、社区教育学院全力发展社区教育

社区教育作为教育体
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渝北
社区教育围绕“构建终身
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城
区”这条主线，探索出了一
条以整合社区教育资源为
切入点，依托重庆广播电
视大学渝北分校成立渝北
区社区教育学院，以社区
学院建设为龙头，以街道、
社区、（村）居委会组织为
依托，开展“一社一品”的
社区教育品牌创建活动，
渝北电大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主动参与社区教育的
构建，使渝北区社区教育
活动迈入了求特色、立品
牌的内涵发展新阶段，合
力探索推行具有渝北特色
的社区教育新模式。

社区作为培育居民文明生活方
式的最基础场所，承担着提升居民文
明素质的重任，推进社区教育则是其
中最重要的一条路径。如何从顶层
设计出发促进社区教育多元化发展，
助力百姓终身学习？

近年来，渝北区委、区政府始终
把推进全民终身学习摆在重要位
置。渝北区社区教育工作以“办好继
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
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全面贯彻落
实《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
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重庆市教委
等七部门《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
的实施意见》精神，紧紧围绕渝北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国家
临空经济示范区”的总体要求，链接
优质资源、引进专业组织，加强教育
产品供给，把形式多样、接地气、有内

涵的文化教育活动搬到居民家门口，
让优良的文明之风渗透到社区每个角
落；持续推进城乡社区教育平稳、健
康、有序发展，适应城乡居民终身学习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让居民
的文明素养落地生根。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教育工作的实施
意见》（渝北府办发〔2012〕109 号）、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加快发展老年教育事业的通知》（渝北
府办发〔2018〕94号）等文件的出台，自
2013年以来区财政每年按人均2元的
标准安排社区教育专项经费，区教委、
各镇（街道）等单位也安排专人协调配
合相关工作，为社区教育工作的开展
提供了全面有力的保障。对外合作方
面，社区教育学院积极与江津区社区
教育学院、成都市金牛区社区教育学

院结成联盟，共同开发与分享三方学
习资源，唱响成渝社区教育“双城
记”；与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签订区域
终身学习发展共同体网络平台建设
服务标准协议，完善在线资源供给。

在品牌培育上求突破，深入镇
街，挖掘出环湖雅居“党建引领社区
治理”、两路街道“二月花管乐队”等
特色项目，推进教育多元化发展；推
动渝北区柔力球协会成功申报重庆
市社区教育学习型团队、华蓥高腔成
功申报重庆市社区教育特色课程，形
成了“巴渝风百姓大舞台”等社区教
育品牌；各社区教育学校结合本镇
（街道）实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区
教育活动，构建起全民广泛参与的终
身教育体系，助力百姓终身学习。

顶层设计精准施策 全力保障社区教育健康、有序发展

发挥优势持续创新“教育超市”让群众处处可学
渝北区作为重庆市社区教育示

范区获得良性发展，提高继续教育供
给能力，大力推进渝北电大开放教
育，办学质量稳中有升。近年来，电
大渝北分校努力办好学历教育，年招
生 800 人左右、注册在籍人数保持
2000人上下。

但社区教育这一块的工作并非
是一帆风顺的，有些困难让渝北社区
工作者也始料未及。2020年疫情期
间，为了能够让工作不停步，渝北电
大克服难关，创新招生方法，通过网
络平台、广告植入以及学校微信公众
号等深入开展招生工作，学生通过识
别二维码在网上自主选择学校、专业
等，不到现场也能完成报名。为确保
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2020年春季
渝北电大发挥学校远程教育和数字
化学习资源优势，结合国家开发大学
和重庆电大的教学实际，开设了网络
课程，为社会大众居家防护和多样化
学习需求提供支持，服务全民终身学
习发展。

资讯中心、数字图书、慕课、兴趣
小组、考试、微视频……由渝北区社
区教育学院（重庆广播电视大学渝北
分校）主办的公益性的终身教育公共
服务平台，涵盖国学、创业、历史、管
理、IT、养生等各类学习资源，面向社
会大众和培训机构免费开放，让广大
社区居民足不出户便可享受海量优
质学习资源，加入到终身学习的队伍

中来，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
用。

渝北区全民终身学习网是渝北
社区教育进行专业化建设和资源利
用的一个缩影。

为了让教育人才成为推动渝北
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渝
北区社区教育学院完成了区内社区
教育网络体系建设，对社区教育队伍

现有资源展开了进一步梳理和更新，
落实到专人专事，聘请了社区教育专
家、选拔优秀的社区教育兼职教师，
充实和规范了师资队伍。还进行了
社区教育示范学习中心评选，为示范
学习中心划拨专项经费，逐步完善示
范学习中心打造，以期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激发社区教育活力，促进社区
教育新发展。

书画进社区

社区居民近距离体验非遗项目

如何不断创造机会，让不同年
龄、不同职业的居民都能获得学习
的机会，提高辖区居民文化生活质
量？

渝北区以“人人愿意参与”的
活动为育人新载体，探索出了“活
动育人”的社区教育模式。2019
年举办街道级大型汇演和各学习
型团体举办各类活动，辐射全区
305703人次，让渝北区呈现出了

“人人学习、事事学习、时时学习、
处处学习”的新风貌，营造了“活动
育人”的良好氛围。

“我是去年学的柔力球，不仅
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交到很多朋
友……”双龙社区的王秋碧老人球
不离拍，拍随人舞，彰显出了老年
人的风采。

像王奶奶一样的终身学习践
行者在渝北区并不鲜见。在渝北
社区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热爱学
习，主动接纳新鲜事物，身体力行
践行着终身学习理念。

“我学习了养生知识，以后儿
女再也不担心我会乱买保健品
了！”老年人们参加完社区开办的

“暖心课堂”活动后从中学到了养
生、如何防止诈骗等实用知识，非
常开心。

无独有偶，冉家坝社区创建的
暖心·老友派“一社一品”品牌活
动，通过设计一系列趣味性、娱乐
性的服务让老年在社区生活中认
识到自己的价值、发挥好自己的长
处，真正地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嘉州社区的乐艺轩
社团为辖区老年人开设了大型文
艺兴趣小组，还开展了义卖宣传等
诸多老年人喜爱的社区活动，丰富
了辖区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进一
步增强了社区老年人幸福感、归属
感。

“在这里，孩子不仅可以做作
业、读绘本，还可以学厨艺……”社
区组织开展的“四点半课堂”服务
解决了孩子放学后无人照料的问
题，让木耳镇华晖路居民赵静轻松
了不少。渝北宝圣湖街道湖滨西
路社区构建的七色花“青春驿站”，
开展了作业辅导，绘本阅读，厨艺
学习，手工制作，律动乐园、生日会
等主题活动，为青少年搭建了健康
成长平台。兴隆镇永福社区提出
的“德育礼行心中记，中华美德我

传承”活动，针对社区留守儿童的
文明礼仪、行为习惯等方面开展课
堂教育，促进留守儿童的成长。

不仅如此，渝北区各镇（街道）
也结合实际广泛开展了社区教育
培训活动：大盛镇柑橘栽培技术培
训、兴隆镇杨梅种植技术培训，提
高了种植户的积极性，也增加了居
民收入；龙塔街道“书香盈怀、智慧
人生”、双龙湖街道“慈孝渝北，你
我同行”读书交流活动，提倡学生
每天要读课外书籍，引导孩子如何
多读书、读好书，形成好学上进的
学习风气；回兴街道“歌唱伟大祖
国，共建美好家园”文艺展演活动，
既丰富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提高
社区文明程度，也展示了社区文
化，助力建设宜居、文明、祥和的和
谐社区。古路镇“小平故乡行”实
地探访、回兴街道“感恩于党、服务
于民”主题系列活动、悦来街道

“11.27红色革命精神传承”游学活
动满足了社区居民多样化的学习
需求，提高了居民素质和生活质
量，培育了社区文化。

10年来，渝北区每年组织开展
了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活动；2019
年，重庆广播电视大学渝北分校
（渝北区社区教育学院）协办了
2019年重庆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周开幕式活动，反映出重庆人民健
康向上的精神风貌，集中展现了市
民终身学习的良好氛围和丰硕成
果，获得好评；2020年为10个示范
性社区教育学习中心挂牌，为全区
各镇（街道）送去了《民法典》读本，
广泛开展了《民法典》进社区宣讲
活动，得到广大市民的好评。组织
开展的渝北区“小蜻蜓进社区”阅
读活动、渝北社区教育成果和特色
项目展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推动
了学习型社会创建活动的深入开
展。

未来，渝北区将继续以教育提
升素质，以文化浸润精神，不断丰
富居民的精神生活。完善全民终
身学习机制，加快推进学习型城市
建设，大力营造人人皆学、时时能
学、处处可学的良好环境，不断推
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迈上新台阶、
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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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一品点上突破
“活动育人”助推社区教育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