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长宁区读书节开幕掀起“全民阅读”新热潮

4月 20日下午，“回眸百年路 奋进新时代”2021年长宁区读书节开

幕式暨长宁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朗读会在古北市民中心拉

开帷幕。本次活动是长宁区与《红蔓》杂志共同打造的“长宁•红蔓朗读

会”的第一期活动，以诗文朗读、访谈互动、艺术表演的形式，展现上海

在建党百年的不同时期涌现出的时代楷模，在城市更新建设历程中的速度

与激情。区文化和旅游局与《红蔓》杂志编辑部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共同培育“长宁•红蔓朗读会”这一全新阅读品牌，在长宁的文化地标定

期开展主题朗读会活动，讲好长宁故事，打响长宁阅读品牌。读书节主办方发布了《百年印记•长宁悦读地图》

和 2021年长宁区读书节系列活动。本届读书节以“回眸百年路 奋进新时代”为主题，在为期 8个多月的时

间内，联合区域内各级公共图书馆、特色书店、阅读空间策划开展“主体活动”、“学（党史）”、“读（经

典）”、“赛（征文）”、“行（城市）”五大板块 7个门类 56项活动，共计约 200余场次的阅读推广活动。

开幕仪式后，举行了长宁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朗读会，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员声情并

茂地朗读了选自《红蔓》杂志的美文。上海舞蹈团的特邀演员现场演绎了红色经典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片段。在访谈环节中，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著名作家徐锦江先生畅谈了他对于长宁的特殊

情感，由其所著的散文随笔集《愚园路上》文字晓畅。开幕仪式上，虹桥街道成立了“HONG蔓书友荟——

虹桥社区境外友人读书俱乐部”，通过举办海派戏曲、海上茶语、马路传奇等主题的朗读活动，为境外友人

打开了解上海、了解中国之窗。古北国际社区外籍居民代表分享了他们在长宁生活的难忘记忆。（区图书馆）

周家桥街道社区学校开展红色主题人文行走

周家桥街道社区学校认真贯彻上级教育部门下达的“停课不停学”精神，

在开展线上教学同时，结合庆祝建党 100周年，充分发掘周家桥苏州河沿岸

的红色基因与人文教育资源，分批组织学员开展苏州河畔人文行走，寓四史

教育于活动之中。

4 月 16 日上午，学校组织 10 多位党员学员参观位于万航渡路 2036号
的周家桥三十七民众夜校旧址纪念馆。该馆是上海地下党组织在 1946年创

办的数以百计的民众夜校之一，为解放上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家桥

三十七民众夜校旧址纪念馆是本街道一个原汁原味、充满乡土味的红色基因教育基地。

4月 23日下午，学校组织气功班 10位学员，首先参观了位于万航渡路 2318号的上海丰田纺织厂纪念馆。

学员们表示，活动增长了她们的历史知识，了解了近代上海工业化起步情况。学员们还参观了位于虹桥河滨

公园西南角的“上棉二十一厂”纪念雕塑《瞬间》。本次“人文行走”参观活动，学员们沿着周家桥苏州河

步道，途径凯旋路桥、中山西路桥、强家渡桥及古北路桥，迈步健身步道，健身、赏景、主题学习三不误，

大家欢声笑语，畅谈苏州河变迁，佐证百年上海巨变，感到自豪与幸福。 （周家桥街道）

新泾镇社区教育名师携“撕纸+诗颂”喜迎党的百年华诞！

近期，新泾镇社区学校的志愿教师华兴富老师携非遗撕纸作品，以非遗文化的

形式，以书写诗作，以撕纸作品、诗歌作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华

兴富老师是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长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是长宁

区老年大学西部分校、新泾镇社区学校特聘老师。他从事撕纸艺术 30余载，长期潜

心于民间剪纸撕纸创作教学和技法创新。华兴富老师的撕纸作品多次参展全国、上

海市剪纸大赛并获奖。2016年度被长宁区老年大学评为“教学有为，技艺同辉”先

进教师，2017年荣获“上海社区教育教学评比”二等奖，2018年荣获第四届长宁区

“十大新闻人物”提名奖。他的事迹、作品被新华网、人民网“上海热线”、上海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专题

报道，赞誉为“沪上一绝”。他将非遗撕纸技艺带入社区学校，编印社区教育特色教材，带领了一批社区学

校的学员传承技艺。 （新泾镇）

让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和学习覆盖人的一生
——市学习型社会建设推进大会召开，长宁区连线参会学习会议精神

4月 28日，2021年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推进大会召开。市委

副书记于绍良出席会议并讲话。于绍良指出，多年来，我市学习型

社会建设始终高扬旗帜、着力夯基垒台，各类活动有声有色，全民

学习、终身学习氛围持续浓厚。站在新的起点上，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新发

展阶段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将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与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持续兴起宣传

教育的热潮。要通过学习解放思想、激活思维、开拓思路，更好推动国家战略任务和全市中心工作落地落实。

要努力让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和学习覆盖人的一生，让每一个学习者都能在这座城市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

真的机会。要聚焦工作重点，进一步激发学习动力，打造学习场景，盘活学习资源，创建学习型组织，更好

满足市民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需求。要深化协同配合，建强工作队伍，引导多元投入，营造良好氛围，合

力推动终身学习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宣读有关表扬通知。副市长陈群主持会议。华东师范大学、杨浦区作交流

发言。

长宁区在区政府设置了分会场进行现场连线参会。长宁区学习委副

主任、副区长陆浩，区学习办主任、教育工作党委书记姚期，区学习办

成员单位，各街镇分管领导、职能科室负责人、社区（老年）学校管理

人员、区终身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区社区学院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区老

年大学负责人参加会议。会后，长宁区学习办成员单位组织有关人员进

行了会议精神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市委市府有关要求，

不断促进全区学习型城区建设和终身教育发展在新时期再上新台阶。 （区学习办）

长三角终身学习云视课堂协同发展成效显著 优质资源跨区域共建共享

为进一步推进终身学习云视课堂长三角协同发展，开展云视特色课程

互选共享，4月 16 日，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区域终身学习共同体“终身学

习云视课堂长三角协同发展”项目组举行了长三角终身学习云视课堂协同

发展工作推进会，全国区域终身学习发展共同体项目专家、上海开放大学

副校长王宏，中成协社专委秘书长、上海市学指办主任彭海虹等领导应邀

参加会议。会议由长宁区社区学院副院长、区终身教育指导服务中心主任

丁海珍主持，来自安徽合肥社区大学、宁波社区大学、南京玄武区社区进

修学院、杭州下城区社区学院、苏州社区大学等项目组各成员单位代表参加。

会上王宏副校长、彭海虹主任以及项目代表们共同启动了“2021年春季长三角共享云视课程”。会议回

顾了项目启动以来的工作历程，项目组各成员单位就进一步合作推进终身学习云视课堂的推广与应用、云视

课堂数字资源共建共享以及联合开展科研合作等下一步工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王宏副校长高度评价了长三

角终身学习云视课堂共同体所作的各项努力，并指出本项目合作要进一步拓展，在云视课堂的基础上深化对

课程、队伍和学习者的研究，并积极探索对于学习者的有效激励。通过本次研讨交流，“长三角终身学习云

视课堂协同发展”区域终身学习发展共同体进一步达成了工作共识，借助终身学习云视课堂平台，实现互补、

共享，进一步推进区域终身教育发展共同体相关工作，助力长三角地区的终身教育协调发展。（区社区学院）



“十四五”长宁区终身教育系统专兼职管理队伍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举行
为进一步推进“十四五”时期终身教育师资队伍高质量发展，

长宁区对接市教委相关要求，在三月启动了“十四五”长宁区终身教

育系统专兼职管理队伍能力提升培训，系列培训陆续开展。

4月 14日，“十四五”长宁区终身教育系统专兼职管理队伍能

力提升培训第二期在虹桥街道社区学校（古北市民中心）举行。本次

培训邀请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专委会常务副理事长、市老年教育小组办

主任庄俭和原国家开放大学社区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区教育

研究培训中心原常务副主任周延军作专题报告。庄俭主任以《“十四五”社区教育发展思考》为题，从做好

顶层设计、织密服务网络、融合各类资源、搭建平台、利用技术赋能、做到示范引领等几个方面解读“十四

五”社区教育的发展方向和策略。周延军主任通过云视课堂的形式作了题为《新时代社区教育若干问题研究》

的专题报告，从制度建设、办学体系、队伍建设、投入机制、区域合作、推动实验示范、信息化发展、管理

体制、融入国家战略等方面指出“十四五”时期社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的根本方针以及问题认识。参会

管理队伍进一步凝聚共识，在“十四五”期间进一步探索区街联动共同推进终身教育的发展，实现社区学校

转型，建设现代化、智慧型、高质量的学习型城区。 （区社区学院）

上海市老年教育社会学习点评估调研会在长宁区举行
4月 28日上午，上海市长宁区、徐汇区老年教育学习点评估调研在市

老年教育社会学习点、长宁区终身教育社会学习点上海晋才专业教育培训

中心举行。市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办、长宁区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办、徐汇区

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办、公信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的领导出席了会议。

长宁区教育局副局长、区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办主任鱼东彪致辞，对来

访专家和同仁表示欢迎。希望通过本次调研加强对学习点工作的整合，总

结优秀建设经验。长宁区社区学院副院长、区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办副主任

丁海珍介绍了长宁区老年教育社会学习点培育经验，长宁区探索新多元主体参与、新教学服务方式、新合作

人群，更优质更专业地发展老年教育社会学习点。徐汇区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马丹宇介绍了徐汇区

四年多社会学习点的建设经验。长宁区的晋才专业教育培训中心、周洁艺术专修学校、赵春美术馆；徐汇区

的好莱坞音乐进修学院、巾帼园进修学校、小白鸽舞蹈团六家老年教育社会学习点分别就建设情况做了交流。

市教育评估协会终身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叶申江表示，本次调研旨在促进学习点明确办学性质，鼓励社会

多元化成分参与，不断提升学习点质量，复制推广优秀建设经验。市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办副主任张社指出，

“十四五”期间，本市老年教育强调高水平高品质、精准深入发展。社会学习点要巩固建设成果，聚焦老年

人群，为老年人提供专门的课程、专业的师资。 （区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办）

长宁区举行社区（老年）教育机构恢复线下开学检查工作会议
为切实做好长宁区社区（老年）教育机构春季开学期间疫情防控工

作，4月 28日下午，长宁区学习办和区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办在长宁区老

年大学举行了社区（老年）教育机构恢复线下开学检查工作会议。区社

区学院、老年大学领导、区级终身教育管理部门负责人、街镇职能科室

负责人、社区（老年）学校管理人员参加会议。区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办

副主任、区社区学院副院长、终身教育指导服务中心主任丁海珍对长宁

区将开展的社区（老年）教育机构恢复线下开学检查的相关事项进行了通报，明确了各终身教育机构恢复线

下开学的要求，并部署了相关检查和常态化管理事宜。在疫情常态化管理的要求下，同各机构所在主管部门

全面协调，同教职工和学员进行充分沟通，继续按照健康管理要求，做好发热师生、中高风险地区及境外相

关人员、新冠肺炎相关病例等情况的日常健康管理工作。同时也要按照日常教学管理要求，促进各实体机构

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提升。区老年大学校长周柳贞分享了学校作为区级终身教育机构，在总校和各分校开展线

下开学检查的经验和建议，为各机构负责人进一步了解检查内容提供了参考。各机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也在

会上开展了充分讨论，表示将同街镇主管部门汇报相关情况，并全面贯彻落实工作要求。 （区学习办）

长宁区扎实推进社区教育科研基地建设

4月 21日，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会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在黄

浦区打浦桥街道社区学校举行“2021年度社区教育科研基地工作

推进会”。会议由社专委秘书长、长宁区社区学院副院长丁海珍副

教授主持。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会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长宁

区社区学院教授宋亦芳回顾了社专委 2019年成立以来科研工作发

展历程。他强调，要坚持研字当头，形成科研自觉意识，就如何搭

建交流、互动、互助平台，如何凝聚科研力量，如何形成有效经验；如何对标、对接国家和上海各项要求；

如何结合自身实际实现个性化发展；如何立足社区教育实践开展科研进行思考。

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会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指导专家、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

彭海虹宣读了第二批科研基地名单。会上还进行了第二批科研基地授牌。此前，我区江苏路街道社区学校作

为首批“社区教育科研基地”之一，社区教育科研工作稳步进行，长宁区也始终扎实推进社区教育科研基地

建设。2020年 6月，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会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首批“社区教育科研基地”设立，长宁区江

苏路街道社区学校成为第一批科研基地之一。近一年来，学校始终坚持将理论的高度和实践的深度融合，为

社区教育科研工作贡献基层智慧和经验。学校还申报了“整合社区资源服务社区教育——以老洋房文化推广

为例”市级课题，努力开展社区教育实践研究，实现“以科研引领实践，以实践反哺科研”，全力推进社区

教育参与社会治理，也为长宁区扎实推进社区教育科研基地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区学习办）

长宁区“城市社区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研究”课题举行成果公开报告会

4月 8日下午，由长宁区社区学院宋亦芳教授主持的全国教育科

学“十三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城市社区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

研究”的成果公开报告会在上海开放大学举行。中国成人教育协会

学术委员会主任叶忠海教授、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钱冬

明副教授、《开放教育研究》副主编徐辉富教授作为评议专家出席。

上海开放大学发展研究室成员、课题组成员，以及长宁区社区学院

发展研究室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上海开放大学科研处处长杨晨主持。

课题负责人宋亦芳教授从内容与方法、结论与对策、成果与影响、改进与完善、研究成果等方面对课题

实施过程与研究成果作了详细汇报。丁海珍副教授围绕研究基础与创新、问题导向与实践、新发展与新需求

等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开展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专家组充分肯定了课题研究成果，认为该课题聚焦教育前沿，

具有鲜明的开拓性、引领性、实用性特征，研究基础扎实，开展过程规范，研究方法科学，取得成果丰硕，

完成了预期目标，对推进我国社区教育信息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建议。杨晨处长强调，研究要突

出重点又要重视细节，希望课题组能够汲取专家的真知灼见，完善研究成果，促进成果转化应用，以产生更

大社会效益。课题“城市社区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数研究”自 2017年立项以来，在领导专家的支持与指导下，

经过课题组成员 4年的深入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为我国城市社区信息化发展评价提供了科学、适用的测评工

具和测评方法，有助于了解和掌握社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动态变化，提供政府决策参考。 （区社区学院）

我区社区教育教师走进“申学书院—市民大讲堂”

4月 17日晚 7点，“申学书院—市民大讲堂”2021年第一期如期开讲。

本期讲座的主题为《昆曲之美——我的昆曲+》，主讲人为我区志愿者教师，

全国第一位职业昆曲推广人、昆曲澎派闺门旦传人赵津羽。被誉为“百戏

之祖”的昆曲是中国戏曲的剧种之一，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

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璀璨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极具特点的重要

组成部分。昆曲的诗、昆曲的舞、昆曲的画无一不是美的具象。据统计，

当天在线观看直播的市民数量达到 14.49万人。除上海市民以外，来自浙江、海南、河北、山东等 15个地区

的市民也一起聆听。有听众听了海派文化与过往历史的回顾，发来了自己的感言。 （区社区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