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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以“庆
建党百年华诞、谱终
身学习新篇”为主题
的重庆市 2021 年全
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正
式拉开帷幕。

根据疫情防控要
求，结合重庆实际，活
动期间，我市将面向
广大从业人员、社区
居民、老年人群，广泛
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讲座、培训、观摩、
座谈等多种形式的教
育培训、学习宣传活
动、文化艺术活动和
学习服务，并在总开
幕式期间连续推出为
期1周的系列活动，包
括职业教育与人才发
展、乡村振兴与可持
续发展、学习型社会
建设、全民终身学习
理论与实践、互联网+
全民学习等主题。

这充分展现了近
年来我市以推动社区
教育与老年教育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以“提
质培优”为主线，充分
发挥各级各类办学单
位主体作用，在着力
推进社区教育与老年
教育普及化、普惠化，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服务“一区两群”协调
发展，服务基层治理
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实
践，为构建全民终身
学习的教育体系、建
设教育强国作出的新
贡献。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
升为与科教兴国、乡村振兴、健
康中国相并列的国家战略；

大力发展老年教育已成为
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举措。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的
开局之年，做好全市社区教育
和老年教育工作意义重大、尤
为重要。

事实上，我市社区教育和
老年教育工作近年来在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科学决策
下，在市级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和协同推进下，早已渐入佳

境且成效显著。
政策保障日益健全。我市

相继出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教
育工作的意见》《关于老年教育
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保
障和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政策
文件，并将老年教育列入《重庆
市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为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
度保障。

办学网络机制日臻完善。
各区县、乡镇、村居逐级建立社
区学院 38 所、社区学校 811
所、社区学习点10003个，社区

教育四级办学网络实现全市覆
盖。建成老年大学（学校）
1401所。

示范建设成果日益彰显。
全市已创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
区4个、实验区1个，市级社区
教育示范区（实验区）35个；全
国示范街道（镇）26个。遴选
42所市内高水平职业院校成
为老年教育试点学校。各类创
建和评选活动极大地增强了我
市社区教育工作的示范引领作
用。

教育教学资源不断丰富。
通过开展特色课程和微课大
赛，征集一批优秀本土课程资

源；建设游学基地、非遗工作室
和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 26
个；重庆终身教育网在线课程
资源已达1.1万余门。编写老
年教育教材7大类、36种，开发
课程130余门，制作微课数字
资源500余个。

同时，以大力开展课题研
究为抓手，全市社区教育、老
年教育内涵发展不断深化、队
伍结构不断优化，更逐步建立
了“财政投入为主、单位自筹
为辅，社会捐助为补”的多元
经费投入机制，使社区教育、
老年教育的建设经费保障更
加有力。

发出终身学习最强音强保障 抓基础

打造全民终身学习新格局求发展 创新篇

“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的教育体系，多渠道扩大终身
教育资源，更好满足不同群体
多元化学习需求。”这是“十四
五”规划对终身教育资源建设
和服务办学能力提出的明确
要求。也对健全社区教育老
年教育办学体系，搭建社区教
育老年教育办学的资源共享
和公共服务平台，建立覆盖城
乡的老年教育办学服务体系，
对强化终身学习阵地建设，加
强社区教育学院能力建设提
出了新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我市一大批
终身教育改革发展优秀典型
涌现而出。

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通过将部分社区学院直接设
立在当地职教中心，部分非遗

工作室设置在有教学优势的
职业院校等举措，使社区教育
充分利用了职业教育的优质
教育资源，提高了理论指导水
平；也使职业院校充分利用了
社区资源，增强了服务社会的
能力和人才培养的水平。实
现了两类教育的互通互助，共
生共赢。

这是充分发挥市社区教育
服务指导中心平台优势，积极
探索职业教育专业支撑社区教
育改革发展，构建全民终身学
习体系，创新实践“社教融合发
展模式”中的一大亮点工作。

学习成果怎么兑换？“学
分银行”来帮忙。九龙坡区社
区教育工作在创新实践推进
中，有效结合辖区居民学习的
自主性、多样性、开放性，从

2016年开始施行“学分银行”
管理制度。每年根据居民累
积学分数，评选优秀学习者、
优秀组织者，也可作为中小学
生社会实践学分证明，以及兑
换物品等。

这种以整合学历教育与非
学历教育课程为抓手，以搭建

“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为路径，
整体推进社区教育“学分银
行”建设的方式，深受社区居
民喜爱。目前总建档用户
42114 人，累计登记学习成果
6240个，总学分 1018.6 分，总
开发认证课程43门。

利用全国终身学习活动品
牌“兼善文化课堂”助力城乡
文化建设，这是北碚区社区教
育学院的发展思路。从 2006
年至今，学校致力于城乡基层

社区文化软实力建设，有效整
合高校和地方丰富的教育文
化资源，深入城乡社区开展文
化教育活动，经历10余年的探
索实践培育，从指导思想、目
标、组织原则、课程建设、实施
策略等方面建构了城乡社区
终身学习活动可持续发展模
式。

层出不穷的优秀案例无不
体现出我市各社区教育学院
在夯实教学设计、教学运行、
教学服务、队伍培训等基础办
学能力，提升政策宣传、教学
示范、业务指导等示范引领能
力，增强办学资源整合、特色
项目研发、优质品牌培育、重
大课题研究等创新发展能力
上，做出的不懈努力与积极探
索。

重庆开创学习型城市建设创新发展新局面

南川区东城街道社区教育学校组织鼓楼坝社
区、皂桷井社区、黄淦村联合开展“科技助春耕、
知识促脱贫”插秧竞赛暨“身边科技带头人”故事
分享活动，60名志愿者和170名村民一起交流了
最新农业科技的学习收获及实操问题，随后志愿
者们分成13个组，指导帮助黄淦村村民运用新
技术插秧20余亩……

送科技到农户家，向科技要生产力。这是今
年以来，南川区社区学院、34所社区教育学校从
农村种植技术、美丽乡村建设、扶贫帮困等方面服
务“三农”见实效的其中一幕。

为真正方便贫困农民参加学习培训，把学历
送到家门，把技术送到田间，黔江社区教育学院充
分利用设在镇村的社区学校、社区学习点三级办
学机构的便利条件，积极开展就近办学、贴身服
务，并积极协调黔江区电大、区农委、区人社局的
学习资源、教师、干部保障“助力乡村振兴‘1+X’
人才培养项目”马喇实验班的顺利开办……

“咬”定教育扶贫不松劲。在重庆市社区教育
服务指导中心的支持指导下，黔江社区教育工作
始终牢牢扭住“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的“牛鼻
子”，加大扶志扶智工作力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要把培育新时代
高素质农民作为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的重要途
径。在《重庆市2021年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工作
要点》中，也针对“全面推进社区教育提质培优”，
突出了“要加大技术技能培训，积极开展种养殖技
术、智慧农业、乡村旅游、传统技艺、生态建设、绿
色发展及实用生产技术等培训，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的要求。我市也根据乡村振兴对不同层次人
才的需求，以社区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发
展壮大了一支高素质农民队伍，不断为乡村振兴
提供人才引擎。

全面推进社区教育提质培优同样还要求“丰
富重点人群特殊需求供给，面向青少年开展素质
教育、家庭教育、安全教育等教育活动；为退役军
人、进城务工人员、下岗失业待业人员、生活困难
人员、新市民提供多元化的教育和终身学习服
务。”

在此要求下，潼南区立足“灾害防范教育、医
学急救教育、劳动生存教育”三大课程体系，精心
设置游泳、逃生、防卫、急救、劳动5项基本生存能
力课程，以“社区教育+”的运行机制，面向全区5、
7年级学生，开展中小学生基本生存能力培育行
动。

而在开州区的社区教育实践中，则是倡导“职
继协同”“院校融入”，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开展中
餐厨师技能培训，全员拿到了技能培训证书；邀请
专业护理老师开展月嫂技能培训，帮助社区无业、
失业妇女增加家政服务技能，规范家政服务行为；
开展创业培训，帮助30余名创业者系统学习知识
与技能，理清创业思路……这些整合教育资源、丰
富活动载体的有效措施，为确保社区教育工作高
标准、高效率、高质量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接下来，我市将直面挑战，准确把握全市社区
教育与老年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构建终身
学习体系，不断强基固本、改革创新，扎实做好全
市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工作，为实现“十四五”良
好开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增值赋能。

王小寒 谢静
图片由重庆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提供

全面提质培优促发展

扶三农 兴乡村

今年5月，《重庆市2021年
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工作要
点》的印发，明确了我市以推动
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构建全民终身学习
的教育体系，加强学习型城市
建设的发展方向。

半年多来，为做好新形势
下的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工
作，我市以《工作要点》为指导，
全面发力，积极探索实践。

强化思想教育引领。把党
的建设与社区教育、老年教育
工作同谋划，将新时代“枫桥经
验”“红岩精神”融入到社区教

育、老年教育服务基层治理的
工作中，加强社区教育和老年
教育舆论阵地建设和管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健全管理运行机制。将社
区教育与老年教育纳入社会综
合治理体系，统筹推进社区教
育和老年教育，同时完善经费
保障机制，建立学习成果认证
机制，健全质量评价机制；

着力推动老年教育创新发
展。持续开展老年教育试点中
职学校培育。以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组织开
展经典诵读、合唱、舞蹈等老年

教育主题活动。进一步加强老
年教育课程资源建设，创新老
年教育模式，探索康养学游结
合的老年教育教学新模式，培
育老年教育学习共同体；

加强队伍建设。配齐配强
社区教育、老年教育人员队伍，
建立师资库，开展人员队伍从
业技能培训和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跨区域交流。加大宣传力
度，广泛宣传社区教育、老年教
育成果，提高社会知晓率、认同
度和参与度。

在今年的全民终身学习活
动周上，伴随着线上线下互动

推动全民阅读学习、“智慧助
老”专题课程、社区教育老年教
育学习团队建设，对荣获全国
及重庆市百姓学习之星、终身
学习活动品牌、学习型团队、社
区教育特色课程的集体和个人
的表彰，以及向社区开放学校
和教育培训机构学习资源、强
化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资源共
建共享等好经验、好做法、好典
型的实施推广，不仅展示了我
市社区教育的建设成果，引领
了全民终身学习新风尚，也让
我市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的协
同发展路径更加清晰。

奏响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协同曲促融合 重质量

以“社区教育”“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市民积极参与“社区教育杯”全民健身活动

社区学校组织开展“百年辉煌 我心向党”庆建党100周年活动

开展乡村振兴系列培训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