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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社区教育新格局 
 
宋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同时指

出加快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我市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西安市社区教育促进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实施，明确了市级、区县有关部门的满足市民终

身学习的社区教育法定职责，明确社区教育的公益性质，要求教育培训机构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市民素质、技能以及生活质量。社区教育重心

在社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条例》的实施将为我市构建起新的治理模式提供制度保障。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社区教育新格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市民参与、目标导向与需求导向、

制度设计与激励驱动、服务保障与技术创新相统一，把不断满足人民终身学习这一美好生活需要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亮点，主动适应新时代基层社区发展的转变，用社区教育助推迈向“中国

之治”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社区教育体

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社区教育新格局，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主线，提高市民参

与终身学习积极性，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明理、说理、尊理，提高市民的综合素质，

提升社区居民向心力、凝聚力和团结力，不断增强社区居民拥护党的领导、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

健全基层社区教育的组织体系，积极探索基层与社区党组织领导、统筹、统领社区教育，创新基

层社会治理社区教育体制机制，把条例规定的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与社区服务自治职能有机结

合，做好政策制度设计与分层施治有机结合，统筹协调城市社区党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

物业中心、培训机构、社会组织等载体平台，不断加强社区教育组织建设能力，用强大的城市基

层党建组织资源来撬动社会资源，切实把党的领导优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

治理的社区教育新优势。 

    第二，坚持公益性质，以满足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为导向，加快建设社区教育学习共同体。构

建基层社会治理社区教育新格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社区层面的生活、学习、人心共同

体。在社区教育中，突出社区居民的生存技能、生活品质、生命价值的教育作用，构建 15 分钟

学习服务圈，创新服务于社区居民处处学、人人学、时时学的机制。通过构建自我保护和公共安

全的教育培训，让人们拥有安全感；通过提高学历水平和技能技巧，增强获得感；共治、共建幸

福家园，保障归属感和幸福感。《条例》为社区居民赋权增能，激活社会细胞，为提升简约高效

的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提供基础性元素，努力构建起社区生活、学习、人心的共同体。 

    第三，坚持共建共享，以法治社会建设为目标，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区教育制度设

施建设。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中社区教育新格局，必须夯实基层基础制度设施，用好法制教育、诚

信教育、健康教育等方式，完善法治宣传教育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的常态

化制度化机制，在市民中涵养起法治观念、法治信仰、法治精神的正能量。建好配强基层法治教

育培训工作队伍，统筹推进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社区便民服务工作站等基础单位建设与社

区教育设施、资源的共建共享。建好市民家门口的学校，织密 15 分钟便民学习网，通过心理健

康驿站、知识供给、志愿服务、学习合作等予以疏导与化解，加大心理健康知识科学宣传教育和

普及力度，提升公众心理健康意识，把社会治理的矛盾和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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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坚持新风尚，以满足市民的终身学习需求为导向，加快社区教育管理信息化、网络化、

智能化水平。新时代是以信息技术应用为新风尚，谋划推动远程网络等新兴平台综合服务功能，

运用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课程超市、学习地图、学分银行等，增强全民终身学习积极性主动性，

提高生存、生活、生命的质量与品质。积极开发大数据、智能化数据检测指标和分析判断，为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创造的技术赋能管理。拓展基层社会治理社区教育的新空间、培育基

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的新动能，加快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社会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构

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的社区教育，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正能量人际关系、良性互动感知、

终身学习共同体，让社区教育线上学习与线下互动教育培训模式，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

界融合的智能化社会治理大协同网络化平台，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一道亮丽的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