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皇城镇 2025 年社区教育工作计划

皇政发〔2025〕9号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关于社区教育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本年度的工作重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提高

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和职业技能，

不断提升我镇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水平，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

特制订 2025 年度社区教育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2025 年全镇社区教育工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国家、省、市、区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

任务，以提高全镇居民的综合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居民的全面

发展，构建学习型强镇为宗旨，以终身学习理论为支撑，坚持稳

中求进、进中提质，走出更加科学合理、符合地方特色的社区教

育发展之路，不断提升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水平。

二、工作重点

进一步完善社区教育“三六三”模式，努力培育具有地方特

色的社区教育品牌，强化镇、村居学习型组织建设，重点打造镇、

村居志愿师资团队。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

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和《山东省老年教育条例》精神，不断加



强课程开发，并借力“山东终身学习在线”、“山东老年学习在线”

“淄博全民学习网”等线上资源，不断优化老年教育模式，扎实

开展老年人教育培训活动。认真组织好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活

动。

三、具体任务

(一)进一步完善社区教育管理机制

1.强化组织领导。充分发挥镇社区教育委员会作用，全面领

导和统筹好全镇社区教育工作，不断完善“镇政府统筹领导，社

区教育中心牵头，相关部门协同，村居组织实施”的管理体制，

形成部门联动、共同参与、分工明确的管理机制，实现社区教育

管理网络全覆盖。

2.健全规章制度。根据工作实际，认真制定社区教育工作计

划，不断完善岗位职责、专兼职教师管理、学员管理、设施管理

等各项规章制度，不断优化群众学习激励机制。

(二)加强社区教育阵地建设

1.不断强化社区教育网络建设。对标《山东省乡镇社区教育

中心设置与评估标准》，配齐人员，升级设施器材，打造优质社

区教育中心。整合文化大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道

德讲堂等资源，着力打造镇域特色鲜明、文化氛围浓厚、满足群

众需求的社区教育工作站。

2.不断优化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引导、推动镇域内社区教育

资源的整合优化，并依托“山东终身学习在线”、“淄博全民学习



网”等资源，建立起涵盖教育网站、客户端、微信小程序与公众

号四位一体、覆盖全镇的数字一体化学习平台。面向全镇居民免

费开放各类基地、场馆及学校运动场地，做到社区教育资源共建

共享。

3.加强课程资源建设。从不同层次村民的学习生活和发展需

求出发，利用豆包、deepseek 等多种 AI 技术，精准梳理教育资

源，着力打造一批精品课程，持续丰富教育资源的供给，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学习的新需求新期待。同时为居民提供个性化学习推

荐、智能答疑和在线课程服务，提升学习效率，助力社区教育迈

向智能化、数字化新阶段。

4.加强村居文化传承阵地建设。深入挖掘镇域内历史文化、

民俗风情、传统技艺，加强文化传承阵地建设，并邀请文化传承

人、民间艺人定期开展传统手工艺制作、民俗文化讲座、地方戏

曲表演等活动，吸引村民特别是青少年参与，增强文化认同感和

归属感，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三)广泛开展社区教育活动

1.健康与生活主题

(1)智慧助老活动

充分发挥各村社区教育工作站资源优势，推动各村建立老年

学习点。结合老年人身心特点和区域实际，坚持“老有所教、老

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相统一的原则，在全镇范围内遴

选有能力、有干劲、有爱心、有技术的志愿者，分期分批开展“智



慧助老”活动，同时结合“朝阳携手夕阳红，智慧助老我能行”

学生及家长智慧反哺活动，继续在“皇城社教之窗”微信公众号

开辟“智慧助老在线课堂”，帮助老年人掌握网上学习、微信读

书、科学生活、健康养老、人居环境改善、防网络诈骗、电子通

讯诈骗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不

断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2)社区健康生活

联合皇城中心卫生院组建医生、营养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

健康教育团队，定期为辖区内居民开展健康讲座、健康咨询、免

费体检以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十公开”等活动，帮助居民掌握

健康知识和科学的生活方式，提升健康素养。

(3)关注弱势群体

积极创造条件和机会，帮助辖区内残障人、流动人口、优抚

对象等参加各种健康生活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对于经济困难人

群，减少收费或提供免费学习机会，定期回访了解学习困难并及

时解决，让弱势群体能更好地参与社区教育。要协同民政、妇联、

镇基金会等部门继续加强对辖区内生活困难儿童的关怀和帮扶

力度。

2.文化与艺术主题

(1)乡村文化教育

依托村史馆、宗族祠堂、特色展馆等，积极开展非遗培训、

国学讲堂、传承好家风好家训、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民俗传统



教育等培训，传承乡村记忆，共建精神家园，提升农民精神风貌，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通过举办各类文化节、民

俗文化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不断提高

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2)齐文化传承活动

认真开展齐文化研究、学习和传承活动。依托各社区教育工

作站，开展系列乐民、益民、惠民活动，让广大村民汲取齐文化

营养，共享齐文化盛宴。各学校幼儿园要继续做好各类“齐文化

进校园”活动，丰厚学生的文化积淀与人文传承。

(3)地域文化传承活动

结合皇城地域特点，依托民俗文化、孝文化、红色文化、崖

头“忠诚堂”大鼓、四官撑凳、五路口八仙戏、东上武子功、北

羊动态花灯等等丰厚非遗文化资源，积极开展地域文化研究利用

与传承弘扬，创建地域文化特色品牌。

3.节日文化主题

以省级终身学习品牌“节日文化聚合力”为引领，以校园为

主阵地，使用好《节日文化聚合力》资料汇编，开展系列化“我

们的节日”主题教育活动，深化节日主题，突出文化内涵，利用

村居宣传栏、公众号等营造舆论氛围，吸引居民参与，让节日文

化在村居中生根发芽。

4.全民阅读主题

积极参与山东省“书香齐鲁”全民阅读暨征文活动，利用世



界读书日等关键节点，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学校、各村、

社会组织，以红色党建、理想信念、传统文化、科学技术、老年

康养等书籍为阅读内容，开展“阅读+”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好

书香社区、书香家庭创建活动，助力书香皇城建设。

5.家庭教育主题

积极开展家庭教育实施内容及实施途径的研究，加强家庭教

育师资队伍建设，利用好镇社区教育中心的家庭教育工作室，开

展家庭教育“五进”活动，即“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村

居、进家庭”，扩大家庭教育的覆盖面。创新开展家庭教育进村

居、教师全员大家访等活动形式，完善“1361”家庭教育品牌建

设。构建涵盖全学段的家庭教育课程体系。定期举办家庭教育公

益大讲堂、入学适应专题讲座以及《家庭教育促进法》宣讲等活

动，更新家长的育子理念。要进一步完善社区家庭教育交流平台

建设，有针对性地答疑解惑、分享育儿经验，形成良好的家庭教

育氛围。

6.技能培训主题

通过田间课堂、普及性培训、现场指导、网络课堂等方式，

广泛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积极与科研院校、农技部门深入合

作，持续培养有专业知识、有实践经验的“新型菜农”。紧抓数

字农业发展机遇，完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实施“棚二代”

职业培育工程，大力宣传回乡创业青年典型案例。协同农业部门



加强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实现农民从大众化种植向高特

新精尖种植的转型升级。

7.举办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要立足社区教育中心，依托 3—5 个优秀社区工作站，充分

挖掘齐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开展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学习活动，全面展示本镇社区教育发展成果。各

学校要发挥场地、设备设施、教学资源优势，面向当地村民开放，

同时组织好本校的广大师生深入各村居，开展系列社区教育活

动。

(四)精心打造社区教育品牌

进一步深化“乐学小镇·幸福皇城” 省市两级终身学习教

育品牌的纵深研究，突出地域特色、文化特色，着力打造一批面

向儿童、青少年、职业农民、老年群体的精品课程。依托“能者

为师”团队，吸收村居内“五老”人员、能工巧匠及返乡大学生，

组建社区教育志愿讲师团，推进高素质、专业化社区教育教师队

伍建设。

丰富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重点扶持北海银行红色金融研学

基地、小欢喜农场、中学生科技馆等研学实践基地建设，广泛开

展以红色传承、学农实践、传统文化、乡村文明、科学技术、劳

动教育、手工制作等为主要内容的校外研学实践活动。将于家于

氏宗祠、北海银行地下印刷所旧址、小欢喜农场等文化旧址和特



色产业深度融合，打造精品研学路线。

(五)注重社区教育研究

立足实际，以问题为导向，聚焦新形势下社区教育的特点和

需求，加强实践研究，在组织管理、阵地建设、资源配置、活动

策划、品牌凝练等领域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不断丰富社区

教育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路径和新经验，努力解决制约社

区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不断完善镇域社区教育模式。要通过实

践案例等多种形式展示社区教育成果。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保障。各片区、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

组织领导，主要领导要担任社区教育第一责任人，定期研究辖区

社区教育工作。

(二)强化经费保障。在镇财政社区教育专项经费的基础之

上，多渠道筹措、吸纳社会资金，不断提升办学条件。同时要严

格落实资金管理制度，规范经费使用。

(三)强化激励保障。建立和完善社区教育学习成果认证、积

累和转换制度，增加村民社区教育的获得感，为社区教育优秀学

员提供精神及物质奖励，开展社区教育优质课评选、微课程评选，

开展学习型社区教育组织、学习型社区教育学校、终身学习品牌

项目、百姓学习之星等争创活动，激发居民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附件:2025年皇城镇社区教育重点工作配档表

皇城镇人民政府

2025年 4月 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2025年皇城镇社区教育重点工作配档表

月份 工作安排 责任部门

1月
禁放烟花爆竹

新春走访慰问

综治办

党政办

2月
“我们的节日·春节（元宵节）”系列活动

春季传染病预防知识宣传

文化站、社区教育中心

卫生院

3月
“三八”节系列活动

弘扬雷锋精神系列活动

文化站

社区教育中心

4月
大棚套种蔬菜生长期管理培训

“我们的节日·清明节”活动

思远农业

文化站、社区教育中心

5月
家庭教育培训

防震减灾日演练

各中小学

各中小学



6月
庆六一暨少年儿童入队仪式

“我们的节日· 端午节”系列活动

社区教育中心 各中小学

各村居

7月
庆“七一”系列活动

暑期儿童公益课堂

社区教育中心 文化站

文化站

8月
“盛夏之约，美丽皇城”艺术展演

多措并举“防溺水”，筑牢安全生命线

文化站 社区教育中心

消防救援站

9月
学生入学礼活动

秋季西红柿田间管理线上培训

各中小学幼儿园

思远农业

10月 庆祝国庆节系列活动

重阳节尊老敬老系列活动

社区教育中心

各村居、各中小学

11月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活动

消防安全宣传日系列活动

老年人冬季健康保健培训

各村居、各中小学

消防救援站

卫生院

12月
法治教育宣传活动

国家公祭日活动

司法所

各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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