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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四川简称“川”或“蜀”，位于我国西南腹
地，中部为富庶的成都平原，盆地周围
大多大多为山地和丘陵地带，西部是巍
峨雄壮的川西高原。共辖18个地级市，3
个自治州，共有181个县（区、县级市）。
         既有“金池汤城，沃野千里”的天
府之国，也有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艰苦边远地区 
（共119个县市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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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社区教育

起步早

2000年，青羊区成为
全国第一批实验区，
2008成为第一批示范
区。

成效显著

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 6 个，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7个，全国社区教育

示范街镇 20 个，全国社区教育实验项目 40个，全国城乡社区数字化

学习实验基地 6 个, ｉ实验室６个，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地区 6 个，

城乡教育特色学校3个。



五级社区教育机构网络体系建成

四川省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市级社区大学（8个）

县级社区教育学院(41个)

 街道（乡镇）社区学校（621个）

社区学习站（4000多个）



1库+N网的数字化服务平台

四川社区教育网

四川社区教育
公共微信号

天府女性享
学吧

N个二级网络

数字化
资源库



品牌项目

尚学龙泉，善学促善治 锦江区院落学习室—8分钟学习圈
绵阳的银发乐团—老年学习共同体

武侯区家长总校 张全贞文化工作室——社区养教结合基地



青羊区i生态菜园实验室
成都i摄影实验室 绵阳i烘焙实验室

宜宾i旅游实验室 自贡i彩灯实验室 达州i开心农场实验室



威远的道德讲堂 广元的蜀道文化讲堂

南江的扁担学校——老区的移动社区学校 泸州的家政学堂 苍溪的孕妈学堂



农村社区教育

蒲江的乡村游学 广元的农民夜校 苍溪的猕猴桃实践园地

荣县的果农大课堂 泸州的圆梦大讲堂 农民家门口的学校



全省社区教育发展不均衡

区域发展
不均衡

城乡发展
不均衡



       区域发展不均衡
        形成一中心两翼多点多片区发展的格局，
          西部民族地区几乎空白

成都市

西部社区
教育高地

南北两翼形成
学习型城市带

部分城市正在
进行社区教育

试点

西部民族地区
社区教育几乎

是空白



2017年四川各市州GDP的排名

成都GDP一骑绝尘，综合实力在全国也不容小觑。根据
2017中国城市研究所排名，成都跻身新的一线城市。但全
省的民族地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革命老区、艰苦
边远地区加起来 共119个县市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差异很大，扶贫攻坚的任务繁重。



城乡发展不均衡

• 除了成都、泸州、达州社区教育示范区和实验区实现了社区教育城乡全覆

盖以外。大部分地区社区教育机构体系和资源供给还主要集中城区街道和

社区。大部分农村地区社区教育网络机构没有建起来，针对农村的社区教

育资源也十分匮乏。目前部分县级社区学院已在积极开展农村社区教育的

探索，其间也涌现出像乡村游学、田间课堂、果农大讲堂、城乡移动学校、

流动舞台、农民夜校等深受农民喜爱的社区教育学习项目，对接当地精准

扶贫，助力农民减困增收，促进当地农业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但由于投入保障机制的不健全，这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也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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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

添加标题



社会主
要矛盾

乡村振
兴战略

打赢扶
贫攻坚
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

         突出农村产业发展
         突出农村生态文明和
生活环境建设，建设乡风
文明、生态宜居农村。
        突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突出生活富裕，要求农
村生活有更高水平，使农
民要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精准扶贫
   扶贫同扶志、扶智
相结合，扶贫先扶
智、扶智先强教

十九大召开

加强社
会治理
体系建
设

推动社会治理重
心向基层下移，
发挥社会组织作
用，实现政府治
理和社会调节、
居民自治良性互
动。



省级层面

提出到2020年要达到的总体目标

成都开展创建学习型城市覆盖率要达到

90%；

市、州开展创建学习型城市覆盖率要达

到70%；

各市要有一批有条件的县级城市开展创

建学习型城市创建。

到2020年，社区教育治理体系初步形成，全省
开展社区教育的县（市、区）实现全覆盖，社
区教育内容更 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居民参
与率和满意度逐步提高。



四川省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成立

理论研究     
政策咨询

业务指导     
人员培训

 资源开发       
信息服务

成果转换      
督导评估

中心定位：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指导中心

中心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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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四川社区教育

新思路

凝聚共识，多极联动，共同推动社区教育发展

先行先试，示范引领，力争出成效，出亮点。

整合资源，互帮共享，促进均衡发展

因地制宜，特色创新，促进内涵发展



新时期的四川社区教育

加快学习型城市建设
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共同体

学习型街道（乡镇）
学习型家庭

促进 全省社区教育均衡发展
缩小区域差异
促进城乡融和

扶持和推动农村社区教育

加强基础能力建设
机构建设
制度建设
队伍建设

大力发展老年教育
老年开放大学
老年教育实验基地
社区老年教育学校
养教结合基地

重点任务



新时期的四川社区教育

夯实和完善社区教育五级机构体系

（九部门实施意见、全省社区教育工作推进会、评估督导）

加强社区教育队伍建设

（建立省级专家库、寻找社区好老师、社区教育高研班培训）

构建终身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四川社区教育网、公共微信号、女性享学吧、老年教育网、课程开发建
设共享、资源整合利用））

推动特色创新内涵发展

（以项目为抓手，发包实验项目，创建特色项目，打造品牌项目）

探索学习成果的积累转换

（道德银行等）

1

2

3

4

5

新
举
措



关于西部社区教育
的再思考04



经费不足，人员不足   政府不重视 ┄ ┄

主动作为？

等、靠、要？

有为有位



关于龙泉的社区教育

帮政府挠了它不容易挠到的痒痒
解决了社区治理的难点
受到基层政府的重视，又可反哺社区教育

打造自
主学习
型团队

塑精神
价值认同
促善治
促创新

形成学
习型社

区



发展不均衡   ┅ ┅

锦上添花？

雪中送炭？

一个都不能少



关于成都社区教育

成都社区
教育促进

条例

成都市学习
型城市建设
与社区教育

联席会

机构健全、经费保障

政府统筹，多级联动

顶层设计

保驾护航

西部社区教育高地

特色创新
示范引领



关于较发达地区社区教育的思考

厚积薄发

争取
政府支持

特色创新

制度创新

稳步推进

顺势而为



关于欠发达地区社区教育发展的思考

借势借力而发，大有可为

精准扶贫       扶贫、扶志、扶智

灵活多样

内引外联 整合资源

乡村振兴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农业实用技术
因地制宜

有限的经费，有限的师资……



南江扁担学校



荣县的果农大课堂



关于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思考

做好调研

找准着力点

蓄势待发

精准扶贫



实现社区教育全覆盖任重而道远

                    撸起袖子加油干

                                      

西部社区教育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