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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邓慧秀
报道

本报讯 4月22日，2017年中国
成人教育协会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召开。市南区作为2016
年全国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先进单位
应邀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交流了中国成
协2016年工作，并审定了2017年工作
要点，确定了社区教育在新形势下的改
革创新发展新思路。
会上，中国成协常务副会长张昭文

宣读了《关于表彰“2016年全民终身学
习活动周”先进单位的决定》，与会领导
向参与201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
部分先进单位代表颁发了获奖证书。市
南区凭借2016年突出的工作成果作为
优秀代表上台发言。

2016年10月，市南区成功举办了
第十一届社区教育节暨2016年全民终
身学习活动周，主题为“唱响终身教育
主旋律，弘扬终身学习新风尚”。通过各
项公益培训、主题活动及教育惠民服
务，为居民搭建起自主学习、全民学习、
共享学习、终身学习平台，吸引和带动
了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终身学习，使“让
学习融入生活”的终身学习理念更加深
入人心。
据了解，近年来，市南区始终秉承

“让学习融入生活”的工作理念，以提
高城区居民整体素质为重点，立足区
域特点，创新载体，打造多种活动阵
地，不断丰富活动内容，满足居民多
样化的学习需求，使终身教育工作得
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市南的社区教育
节、特色课程研发、公民教育三个工
作项目被评为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
项目。

□通讯员 陈美君 半岛全媒体记者
邓慧秀 报道

本报讯 4月18日~21日，全国社
区教育创新与特色发展研讨会暨社区
教育骨干研修班在重庆西南大学隆重
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从事社区教育管理
的200余名骨干学员参加了会议。市南
区部分社区教育成员单位的分管领导、
社区教育工作负责人一行17人参加了
此次会议。
研修期间，专家从传统人文视角解

析人文精神与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探讨
如何提升社区教育工作者基本素养；对
社区教育示范区再实验、示范区的内涵

建设、社区教育持续发展进行了研究与
探索；针对“3e大学”和“掌上大学”的办学
探索与实践，探讨了如何构建“互联网+”
办学特色；解析了开放教育引领社区教
育进入新常态、信息技术与社区教育深
度融合的探索，让与会人员受益匪浅。
据了解，此次会议，旨在进一步推动

社区教育内涵建设，促进全国社区教育
创建特色，打造品牌，让社区居民享受更
多优质教育。通过研修学习，市南区各社
区教育成员单位提高了对社区教育在城
区建设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学习了先进
地区开展社区教育的成功经验。今后的
工作中，各单位将不断整合各类社会资
源，进一步健全社区教育工作运行机制，
积极推进社区教育，为建设时尚幸福的
现代化国际城区夯实教育基础。

学习融入生活，推进终身教育
市南区获评2016年度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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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南区参会代表（前排右四）领取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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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研修，学习成功经验

朝阳事业离不开暮年力量

4月21日，湛山社区在东海一路小广场组织自防队员
和西中片区、东北二片区居民代表，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灭火器使用技能培训，共有30多人参加。据悉，随着此次模
拟灭火的进行，湛山社区消防安全“连片巡回”培训活动将
正式启动，近期还有2至3场针对不同片区居民的培训将陆
续上演。图为居民学习使用灭火器。

□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晨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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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区
学灭火

□邓慧秀

本期3版，年逾八旬的社区居民
姜凯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奔走在社教一
线的老者风采。
社区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专职教

师、兼职教师和志愿者三支队伍。老年
人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单凭这一点，他
们甚至可以成为提供社区教育服务的
兼职教师和志愿者中的主力，进社区、进
楼院、进家庭，组织邻居学习，帮助有困
难的居民学习，带动年轻人学习。
自古英雄不问出处，年龄更不是

衡量能力的标杆。如果越来越多的老
年人都能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并以
不服老的精神投身社区教育，推广终
身学习理念，我们相信，社区教育这项
朝阳事业也会因为暮年力量的参与而
焕发青春活力。

万余新生领学段衔接手册

□半岛全媒体记者 邓慧秀

孩子新入一年级需要了解哪些
招生政策？小学生进入初中校园之
前需要养成哪些学习习惯？初中生
步入学业繁重的高中又该做好哪
些心理准备？近日，市南区教育研
究中心社区教育办公室编印了
1 2 0 0 0 余 册《 快 乐 迎 接 新 起
点》——— 各学段衔接教育知识手册
（幼小衔接、小初衔接和初高衔
接），并免费赠送给全区各学段准
一年级新生。
三本手册从招生政策、入学准

备、学习习惯及心理健康等方面，为
学生及家长了解招生工作及学段差
异提供便利，引导家长帮助学生顺利
度过“学段衔接期”，快乐迎接新起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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