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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欧苗苗 通讯员 卓阳

日前，国家教育部主管的网站“全民终身学习服务平台”先后发布公示，瑞安市名列全国“2018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成功组织单位”，我省9个县（市、区）入围；瑞安城市学院名列全国“2019年优秀成人

继续教育院校”榜单，我省仅8个院校入围。作为全国文明城市的瑞安，再次引起国内同行的关注。在瑞安大地上，一个增强居民学习获得感、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终身教育服务体系已初见雏形、初显成效。

“从个体的视角来看，终身教育是关于人的一生和全方位的教育，学习是一种贯穿终身的内在需要。”瑞安城市学院相关负责人指出，终身教育的需求必将随着人的现代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日益凸

显。近年来，我市加大投入完善终身教育设施，整合资源健全终身教育网络体系，搭建平台营造浓厚的全民终身学习氛围，全力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先后创成全国数字化学习先行区、浙江省教育基本

现代化市、浙江省示范学习型城市等；锦湖街道获评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全国农村优秀学习型街道，瑞安城市学院获评全国城乡社区教育特色学校、浙江省优秀成人继续教育院校、省社区教育先进

办学单位、温州市文明单位等，为打造“至美瑞安”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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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

这是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的一句经典

名言。同样，对于广大市民来说，给予他们

一个平台，他们将会创造灿烂的人生，而瑞

安城市学院，正是这样一个助力广大市民

成功的终身学习大平台。

从 2013 年开始，由瑞安城市学院牵

头，我市每年隆重举办“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周”，已连续三年获评全国“优秀组织奖”、

两年获评全国“成功组织奖”，活动辐射全

市城乡各地，产生联动效应，我市的报纸、

电视、广播和新媒体等都积极予以关注和

宣传，在全市各地营造了浓厚的终身学习

氛围。活动周期间，组委会安排终身学习

成果展、汇报演出、各类公益讲座和职业技

能培训等形式多样的活动，组织开展“书香

温州”读书月活动、“百姓学习之星”、“终身

学习品牌”等评选推荐活动，每年参与市民

达万人以上。市民倪亮获评“全国百姓学

习之星”，周国平和张鹤鸣获评“浙江百姓

学习之星”，洪一初等 3 人获评“温州市百

姓学习之星”，锦湖新居民学堂等项目获评

浙江省“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成为我市终

身学习终身教育的典范。

近年来，我市十分重视终身教育工作，

市政府成立终身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多次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终身教育发展难

题。2018 年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关于加

快教育现代化市创建的实施意见》，市教育

局把推进终身教育开放互动发展作为加快

教育现代化市创建的一项重要内容，着力

提升各乡镇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办学水

平。瑞安城市学院牵头制定出台《瑞安市

社区教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和《瑞安市老

年教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加快推进社区

和老年教育发展。2016 年以来市财政累

计投入社区（成人）教育专项经费900多万

元；2016 年市财政全额投资 1.3 亿元建设

的瑞安城市学院新校区投入使用，开启了

瑞安终身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纪元。

近年来，我市还积极加强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已建成文化礼堂 272 家，今年计划

再建 131 家文化礼堂、6 个文化家园；一批

批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相继投入使用，开通

全市性的“掌上图书馆”，“瑞安社区教育

网”，充分发挥学校、社区和公共文化设施

等教育资源作用，为广大市民的终身学习

提供线上线下全方位立体式服务。

7 月 10 日，我市首届农民大学生创

业创新论坛在瑞安城市学院举行，10 位

优秀的瑞安电大在读和历届的农民大学

生围绕“提升创业创新能力、全面服务乡

村振兴”主题发言。

现场，大家畅所欲言。其中，王雨雪

2014 年就读瑞安城市学院（瑞安电大）园

艺技术专业大专班，现任安阳街道进源

社区党总支书记。在十几年的社区工作

中，她积累了丰富的社区治理经验，通过

电大学习还知道哪些苗木花草适合种植

到自己的社区，既物美价廉又易养护。

2010 年以来，她先后荣获瑞安市创建省

级示范文明城市先进个人、市慈善义工

先进个人、市优秀人大代表、温州市好河

长等荣誉。现任高楼镇龙腾村党总支书

记的陈茂丰，在瑞安电大就读期间刻苦

学习，事迹突出，荣获“国家开放大学优

秀农民大学生”称号，毕业后他以自己所

学知识有力推动乡村振兴，获评浙江省

首 批 农 村 社 区 工 作 领 军 人 才 等 诸 多 荣

誉。 像王雨雪、陈茂丰这样的例子，还

有很多。

目前，瑞安终身教育网络体系已初

步形成。2013 年，市委市政府整合瑞安

电大、社区学院和老年大学等办学资源

组建了瑞安城市学院，下设 8 个社区教育

中心。全市已建成 58 所社区学校，其中

省示范社区学校 1 所、温州市示范学校 7

所、温州一级学校 13 所、温州二级学校

16 所 ，等 级 社 区 学 校 比 例 在 温 州 各 县

（市）名列前茅。全市有 24 所省标准化

成校，达到乡镇街全覆盖。全市有老年

大学 1 所，老年电大分校 1 所，镇街老年

学习苑 21 个，老年电大教学点 368 个，终

身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三级网络

体系基本完成。

此外，我市社区教育专兼职队伍也

初具规模。2014 年，瑞安成立全省首个

县市级社区教育协会，2015 年，成立了温

州地区首支社区教育讲师团，2016 年，成

立了瑞安市社区教育志愿者总队，形成

了以专职教师为主力、讲师团和志愿者

为 补 充 的 终 身 教 育 队 伍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全市现有成人教育专职教师 292 人，

其中具有高级职称 74 人，中级职称 81

人；兼职教师（志愿者）982 人。现有全国

城乡社区教育骨干教师 2 名，温州市社区

教育指导专家 3 人，温州市社区教育导师

工作室 4 个。

多种平台 营造终身学习浓厚氛围 整合资源 积极推进教育强市建设

全民学习 不断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近年来，市教育局全力推动学前教育

普惠升等，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高教育

特色示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不断完善

现代教育体系，努力做大“至美教育，学在

瑞安”品牌，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

升。2018 年，浙江省高考第一名花落瑞

安；今年高考普通文化类一段上线人数和

上线率，均居温州各县（市、区）首位；中职

学生高考上线率达96.50%，创历史新高。

今年是瑞安电大建校40周年。40年

来，该校共计培养本专科毕业生2.1万多

人，非学历教育培训15万人次以上，为地

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

撑。此外，我市还多措并举提升劳动力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积极开展成人双证制

教育。2019 年全市双证制（高中）毕业

990人，新招学员1450多人。9、10月，瑞

安社区学院、锦湖社区学校、湖岭社区学

校等众多学校的成人高中培训班陆续开

班。如马屿社区学校本次成人高中招收

162人，安排四个班级授课；此前该校已成

功举办了四届成人高中学历培训班，毕业

185人。

近年来，市级相关部门、各级社区学

校、各类培训机构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教育技术等多种手段，组织机关干部、

企业职工、农村劳动力、专业技术人员等

积极参与继续教育。2018年，全市共完成

妇女电商、应急救护知识、母婴护理、职工

技能提升等各类培训11万多人次。其中

新型农民培训1.5万多人次，企业职工6.8

万多人次，通过成教培训取得执业资格证

书人数5124人。我市报送的妇女电商培

训和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等成为浙江省

优秀社区教育品牌项目。

在老年教育方面，城市学院立足老年

人多元化、多层次的学习需求，提升老年

大学办学水平，辐射推动社会力量参与老

年教育办学，实现乡镇街道老年学习点覆

盖。截至目前，市本级老年大学开设中

文、声乐、戏曲等21个专业，共有83个班

级，在读学员近3000人；全市老年人参与

学习人口达3.69万人，占60岁人口以上

比重31.7%。

为了解决中小学生放学后家长接送

难题和丰富青少年课后活动，2014年市政

府将“中小学生放学后托管服务”列入“十

大民生工程”之一，并委托瑞安城市学院

具体实施。截至今年6月，全市参与课后

托管学校108所，参与学生8.6万人，参与

率85%以上，中小学生课后托管服务这个

社区教育品牌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力，

《中国教育报》《浙江日报》《浙江教育报》等

各级媒体均有报道。

每年暑假期间，我市均开展以图书馆为

主要阵地，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市妇联等多个部门联合参与实施的

“春泥计划”，为未成年人营造丰富多彩、寓教

于乐的校外生活。自2011年起连续举办九

届暑期快乐营，至今共有20余万人次未成

年人参与活动，受到社会各届的广泛好评。

下一步，市教育局和瑞安城市学院将

在巩固学习型城市创建成果的基础上，围

绕实现教育现代化这一目标，深入实施终

身教育开放互动工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砥砺奋进，进一步完善终身教育机制

体制、加大服务保障和队伍建设，提升终

身教育服务水平，让更多的人得到更好的

教育，再创终身教育新辉煌，为“加快融合

发展 打造至美瑞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热 烈 祝 贺 瑞 安 城 市 学 院（瑞 安 电 大）
建 校 四 十 周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