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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愿意怎样度过零碎的闲暇时光？是读一本书，看一场电影，还是在阳光下放空自己？在杭州市余杭区，市民们有新选
择，去听一堂课、参加一次培训、参与一场演出等，都让他们的精神生活极大地丰富和饱满起来。给诗意地栖居增添文化注
解，余杭区不仅要给市民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大环境，还要赋予他们向上的力量与抓手。

乐学尚乐学尚终终 诗意栖居诗意栖居 美好生活美好生活
——杭州市余杭区全力构筑百姓精神家园

□汀 兰 赵瑶珍 朱晓燕

打开“余杭发布”微信公众号，点击“学习地图”，就会发现
12所社区学校和5个社区教育中心几乎覆盖了整个余杭区的
乡镇与街道。再点击任意一所学校或社区教育中心，近期的
学习活动安排一目了然，各类课程、活动随时在线，市民可以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习项目，无需报名即可免费参加。

学历教育补缺、实用技能培训、生活智慧分享、人文礼仪
熏陶……在这份由余杭区社区学院设计、打造的电子学习地
图上，五花八门的课程和活动几乎能满足市民想要自我提升
的全部需要。这些散落在余杭区各地的学习坐标好似火种一
般，串联起文化余杭的燎原之势。

其实，倡导“一张地图品书香”的电子学习地图只是余杭区打
造30分钟市民学习圈的一个缩影。该区构建了以社区学院为引

领、17所社区教育中心和社区学校为骨干、343所市民（村民）学
校为基础的三级社区教育网络体系,充分整合区内既有的社区
教育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营造出浓厚的终身学习氛围。在彰
显社区教育人文关怀的理念指导下，以企业职工、农民、特殊群
体、未成年人、老年人和闲居人员为教育对象，以学习型组织建
设、理论研究、课程开发、学习型平台搭建、居民素质教育、项目
课题研究为基本抓手，以提高受教群体的职业技能、文化素养
和生活质量为基本目标，形成“政府统筹领导、教育部门主管、
有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支持、社区自主管理，群众广泛参与”
的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其中，“以文化礼堂为抓手，
引领农村‘文化养老’新时尚”还被写入了2017年《杭州蓝皮书》。

在打造余杭市民的精神家园和文化高地之余，持续输出
魅力余杭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基因，诗意栖居成为余杭市民文
化生活的常态。

发挥职成教联盟优势，丰富社区教育课程资源
市民朱金法开了一家婚庆服务工作室，

在当地小有名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因为

学历不高，朱金法早年还当过泥水匠、干过木

工活、做过小生意，他的婚纱摄影技术全是在

五常社区学校的计算机培训班和摄影培训班

里练起来的。

给朱金法上课的是来自中职学校的专业

课教师，课程内容与中职课程大同小异，只是

换了一种更通俗易懂的讲课方式。像这样，

计算机操作、电子商务、会计、机械维修……

越来越多的中职专业课摇身一变成为社区教

育课堂上最受学员们欢迎的课程，想要通过

社区教育“镀金”的市民们通过系统学习，纷

纷走上了教练、协警、仓管、会计等具有一定

技术含量的岗位，甚至还有不少人像朱金法

一样，走上了创业道路。

“职高和成校都开设有大量的专业课和

选修课，不仅有经验丰富的专业师资，还有成

熟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能够为社区教育

提供充足的教学资源。”余杭区教育局职成教

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该区作为全省首个“职

成教区域联盟”所在地，早已实现了职成教深

度融合。其中，余杭区社区学院更是具有得

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能够最大程度地共享职

成教的场地、师资、课程和行业企业资源，为

社区教育发展提供助力。

弘扬地域传统文化，锻造镇街社教品牌
翻开《塘栖镇市民礼仪读本》，赫然可见

个人礼仪、公共礼仪、交际礼仪、服务礼仪、公

务礼仪和涉外礼仪等内容，这本为塘栖市民

量身定做的礼仪读本是塘栖镇“十万市民学

礼仪”培训项目的统一教材。近年来，塘栖镇

重启“水乡开运节”、举办枇杷采摘节、推出

“百米长桌年夜饭”，各类文化旅游活动开展

得风生水起，外地游客不断增多，对市民的礼

仪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万市民学礼

仪”培训项目应运而生。为此，塘栖社区教育

中心派出多名专业教师组成了一支礼仪培训

师资队伍，还发起了征文比赛、摄影比赛、礼

仪知识竞答和广场表演等一系列活动。如此

多措并举地扩大“十万市民学礼仪”活动的影

响力，有效提升了塘栖镇的人文品位，也逐步

影响到周边的街道和乡镇。

同样是在塘栖镇，部分市民至今还保留

着栽桑养蚕的传统习俗。为了将这项习俗类

非遗项目传承下去，塘栖社区教育中心引领

市民们拜蚕神、点蚕花灯、扫蚕花地、烧田蚕、

谢蚕花……这是余杭区“百万市民传非遗”项

目的生动写照，是继“十万市民学礼仪”项目

之后，余杭区社区教育推出的又一个品牌项

目。如今，瓶窑竹编工艺制作、乔司莲湘、闲

林桦树流星、运河博陆火狮、余杭滚灯等7个

非遗项目均已被列入非遗传承课程。

“过去，社区教育和培训更多地专注于实

用技能型培训，如今我们的服务项目逐渐向

人文素养、文化休闲和产业推进等相关培训

教育倾斜，这是顺应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

市民对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余

杭区教育局职成教发展中心主任包胡凌泰

说，让社区教育来承担一部分的文化传承职

责，能够有效地扩大传承非遗文化的社会影

响力和市民参与度。

一方面，中职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的课

程、师资流向社区教育；另一方面，社区教育

中涌现出的能人志士也被各校请进校园，为

在校学生开设有趣的选修课。在余杭区商

贸职业高级中学“柏海铁艺工作室”里，就悬

挂着多幅精美的铁艺画，课桌上还摆放着学

生们练习时留下的局部铁艺画材料。这是

今年3月该校引进的余杭区第四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年逾七旬的厉柏海大师定期

到该校授课，手把手教学生们创作铁艺画。

不仅如此，余杭区社区学院还开发了《余杭

旅游文化》《余杭民间传统技艺》等校本教

材，兼作商贸职高旅服专业学生的选修课教

材和社区教育中传统文化进社区、非遗传承

人项目的教材。

除了像厉柏海这样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

园外，一批批优秀的中职教师、成校教师也走

上了社区教育的讲台，区域内的优质教师资

源也流动起来了。“我们统筹考虑师资需求，

将所有教师都打通使用，以确保教师资源利

用的最大化。”社区学院副院长倪贵忠说，学

院的专职教师就常常作为社区教育讲师团成

员，参与到“市民素质大讲堂”“农村文化大礼

堂”等形式的社区教育工作当中。

学习为城市文明晕染新底色

顶层设计，完善社区教育运行机制
如果没有政策、制度的多维保障和持续推动，社区教育在余杭区实现高质量普

及可能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2004年成立的余杭区社区教育委员会让这一切

迎来加速发展的转机。彼时，高瞻远瞩的余杭区委区政府已经开始思考构建终身

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城区的蓝图。两年后，余杭区社区学院挂牌成立，统筹负责

全区范围内社区教育的具体开展，余杭区社区教育至此有了统一的归口。

为推动余杭区社区教育的高位发展和学习型城区建设，余杭区将构建学习

型城区写入发展规划，多年来陆续出台《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区建设的实施意见》

《余杭区“十三五”终身教育发展规划》《关于推进市民学习圈建设的实施意见》等

一系列政策文件，并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社区教育经费的保障机

制。借着政策利好，余杭区社区学院、各社区教育中心和社区学校兢兢业业，不

但推出了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社区教育课程，还将越来越多市民吸引到社区教

育学习中来，让学习在余杭全区蔚然成风，甚至还形成了社区教育“一镇一街一

品”的欣欣向荣之势。

在瓶窑，竹产业培训帮助许多农户发家致富；在径山，禅茶采制技艺培训使

得采茶、制茶、品茶在当地渐成气候；在鸬鸟，蜜梨种植培训延伸了当地农家乐产

业链；在塘栖，“十万市民学礼仪”项目引领水乡居民明礼笃行……坚持因地制宜

地开展社区教育与培训，全区先后涌现出20多个品牌项目，余杭区也被评为浙江

省社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

余杭区之所以能探索出社区教育的多元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该区

构建的三级社区教育网络体系，将社区教育重任层层分解、按片区推出更具针对

性的课程和培训。例如，运河街道原本有不少市民养殖黑鱼，开展“五水共治”以

后，临平社区教育中心及时送去莲藕种植技术培训，引导、帮助他们改种莲藕，实

现了产业转型。

榜样示范，发挥社区学院引领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余杭区社区学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作为该区社

区教育的桥头堡，余杭区社区学院奉行“五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模式，内设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余杭分校、杭州市余杭区商贸职业高级中学、余杭区成人教育

中心和余杭区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成教一体化办学的特性赋予其服务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天然使命。“我们有教学场所、优质师资和丰富的教育资源，不仅可

以实现学校内部的资源融合与交流，而且可以借助行业企业的资源为社区教育

所用。”余杭区社区学院院长高有法说，统筹各级各类教育资源服务社区教育的

模式，还成功辐射到了富阳、临安等兄弟城区，让更多百姓从中受益。

从构建社区教育三级网络到组建社区教育委员会，从打造30分钟市民学习圈

到组建多种形式的社区教育联盟，余杭区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教育惠民的社区教

育新路。如今，余杭区西南片有以闲林职高牵头、以科研为纽带的职成教融通型联

盟，西北片有以瓶窑社教中心牵头的“1+N”帮扶型联盟，东部则有环运河互补型联

盟，能基本满足市民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学习也成为余杭区城市文明的新底色。

科技为培训插上腾飞的翅膀

探索“互联网+社区教育”新路径
余杭区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秉持“互联网+社区教育”的

发展思路，积极构建数字化学习服务平台。除了开通“余杭区社

区教育”微信公众号外，余杭区还开设了“余杭终身学习在线”网

络平台，整合微视频、微电子读本、微课等网络学习资源，形成了

数字化学习资源库和网上学习圈。“手机使用如此普及，而各类培

训又种类繁多，是否可以将电子学习地图的思路应用到培训管理

中来呢？”崇贤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让此想法成为了现实。

崇贤成校研发了一套成校培训管理系统，从招生信息的推

送、在线报名登记到培训数据采集、报送数据的生成，甚至是培

训的现场直播和训后的情况反馈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完成，

极大地提高了培训管理效率，而后台生成的培训大数据则对日

后优化培训安排、实施精准培训提供了数据支持。未来，学员除

了通过网络实现报名和选课外，也可以利用新技术开展网络课

程直播、投票评优，最终实现用户互动。

在电子学习地图上搜寻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家住崇贤的王

师傅选择到塘栖社区学校聆听糖尿病防治知识讲座，而家住闲

林的高小姐则选择去良渚社区教育中心参加亲子艺术培训，不

到半个小时的车程，他们就能坐在心仪的课堂上学习想要获取

的知识。在余杭区，电子学习地图的使用已经逐步渗透进市民

的日常生活当中，各乡镇、街道结合各自特色和既有的社区教育

资源开出了丰富的学习课程菜单，还会不定期地推陈出新，满足

市民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学分银行让学习有痕
“培训方式向信息网络化趋势转型，对于我们推进终身教育

学分银行的建设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余杭区教育局职成

教发展中心副主任朱宏岗说，终身教育学分银行体系建设要求完

善公民的学习信息储存、学分互认与转化、学习信息统计等，大数

据采集为这一系列工作解放了劳动力，也使得学分信息统计数据

更加精准。以2017年为例，余杭区共有双证制成果2755个，职

业培训成果551个，其他非学历教育成果数144311个，2017年成

果总数为146681个，在杭州市共15个分中心中名列首位，在整

个浙江省的分中心中也位居前列。

学习成就美好生活
张双从事仓储管理工作，时常需要跟微机打交

道，这让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她感到力不从心。后

来她参加了运河成校组织的免费技能和文化课“双

证制”培训，不仅拿到了高中文凭和计算机资格证

书，公司还给她涨了工资。“我原本担心自己听不

懂，但老师讲课通俗易懂，我门门功课都达优了

呢。”劲头十足的张双随后又报名参加了成人大专

的学习，学习带给了她满满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同样从“双证制”培训中获益的，还有孕妈刘爱

梅。从怀孕到产子再到哺乳期，刘爱梅克服身心困

难坚持上夜校，完成了所有高中学业。令其他学员

羡慕的是，刘爱梅的丈夫每天做她的专职司机和

“陪读生”，偶尔还要充当她的“业余老师”。“我不但

收获了学历和技能，而且我们的家庭关系也更融洽

了，全家人都很支持我参加学习培训。”刘爱梅说，

学习使她整个人的气质都变得温文有礼，邻里间相

处更加和睦，也提升了她在这座城市的归属感。

参与各种形式的社区教育与培训给学员们带

来了自身的气质改变，也有力地促进了和谐社区的

氛围营造，这正是余杭区社区学院所希冀的“通过

社区教育与培训，关怀市民内心情感的愉悦和生命

质量的成长，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力”。

共享让社区更有温度
余杭区共有133个达标验收的文化礼堂建设

项目，其中针对老年人的活动频次已达437人次/

月，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老人把文化礼堂当成了养老

和休闲活动的场所。例如在溪塔村文化大礼堂，老

人们常常通过电视收看养生、保健类的知识讲座，

提供教学场所的永丰老年电视大学也会不定期地

邀请专家、学者来给老人们现场讲课，还会对老人

们进行考勤管理，年终时给予优秀者相应的纪念品

奖励。截至2017年，余杭区内共有各类学习型社

团1500余个，比较规范的有327个，被评为市级示

范的有18个，区级示范的有86个。文化礼堂开展

的各类寓教于养老的精彩活动真正让文化养老渗

入到余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提高了老人们的

晚年生活质量。

将社区教育的服务网络向更多领域延伸，余杭

区除了创新文化养老新风尚外，还探索了“校监合

作”新模式，送社区教育到监狱服刑人员身边，丰富

教育改造内容，培植服刑人员健康心理，提升教育

改造质量。今年3月起，余杭区社区学院与浙江省

第四监狱开展“校监合作”服刑人员教育培训活动，

从基础素养提升和技能提升两个方面对服刑人员

提供针对性的培训。培训结束后，学员参加结业测

试，推荐优秀者参加相关的技能等级证书考试，为

他们今后融入社会、重新就业做准备。

让每个人从学习中获得生命成长和人生出

彩机会，在自我补缺与提升的同时，和周围的人

与环境达成和解，社区教育所带来的这些向好的

改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余杭市民的幸福感和

归属感。

社区教育里藏着文化史和致富经

一座城涌动的幸福感和温暖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