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务实推进“理想教育”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

张宁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其核心是人的现代化。面对辖区低收入群体较多、居民受教育程度

普遍不高、社会治理难度较大等现状，如何实现高水平社会治理、让群众过上高品质生活？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锚定“人

的现代化”这一目标，从提高人的素质着手，通过教育把“传统人”变成“现代人”，通过个体文明素养的积累实现群体文明

程度的提升，进而催生区域社会治理的蝶变，走出了一条以“大教育”助推社会治理的创新之路。

从教育的本质探寻基层治理之道

提到“教育”，我们一般都会想到学校、老师和孩子，但其实学校教育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在西善桥街道党工委书记徐

立看来，西善桥推行的“大教育”是覆盖全区域、全周期、全人群的教育，这里面既包括孩子、也包括家长。

以“大教育”助推社会治理效能提升，西善桥街道对此的界定是：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

教育三者有机结合，对区域内成员进行多种形式、多种内容的教育引导。

从教育视角来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是基于西善桥的现实考量。街道位于雨花台和建邺两区交界处，很多拆迁户、低保户、

外来务工人员居住于此，部分人员经济实力偏弱、文化层次不高、文明意识淡薄，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诸多挑战。如何让这些

人真正融入社区，在参与城市建设过程中树立主人翁意识，提升就业能力和整体素质，是街道工作的重点。

社会治理之难，关键在人，根子是教育。为提升居民的整体素质，西善桥街道决定把教育作为突破口。他们认为，一个孩

子背后是几个成年人，如果把孩子教育好，就可以影响带动整个家庭。因为，无论父母本身是怎样的社会角色，在传统的“望

子成龙”观念下，都会希望自己的儿女能有出息。如此，通过以孩子为核心，以家长学校为纽带，就能辐射带动更多的居民一

起“向善”。

2017 年 9 月，由西善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的“向善家长学校”正式开办。家长学校聚焦“把孩子培养好，把家庭建

设好，把社会治理好”的“三好”目标，通过教育专家示范课、志愿教师普及推广、社会实践活动等多种方式，强化家庭教育，

全面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提高整体人口素养。

邀请孙云晓、卢勤等 30 多位全国知名教育专家，围绕孩子叛逆心理引导、学生良好习惯养成、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主题授

课，鼓励家长们在严于律己的同时，引导孩子积极向上；举办多场由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实践活动、家长素质提升

和交流活动，如劝阻行人闯红灯、环保小卫士等，“向善家长学校”迅速赢得家长们的欢迎，很多家长开始审视自身不足和家

庭教育的短板，并以身作则，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做好，社区精神文明风貌焕然一新，社会治理成效明显提升。

谋划“理想教育小镇”的“理想治理”

“社会治理讲白了就是把人管理好、服务好。”西善桥街道领导班子坚信，社区居民自治水平提高一分，社会治理成本就

下降一寸。

以社会治理视野谋划“大教育”，以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反哺社会治理，街道于 2018 年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理想教育小镇”

的目标。“所谓理想，就要还原教育本质，以‘有信仰、有追求’为培养目标。理想教育小镇将呈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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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学习的生活方式、优雅文明的人居环境，产、城、人得到有机融合。”徐立这样认为。小镇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教育这根

杠杆撬动“陌生人社会”，形成学校、家庭、社区更大的教育合力，进而提升居民整体素质，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大格局。

作为南京最大的保障房片区，岱山的居民来自南京的四面八方，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社区通过家长学校、开放大学、

一系列文娱活动等，让大家迈出家门、互相交流，逐渐将“陌生人社会”磨合成“熟人社会”，进而再互帮互助，进化到“亲

人社会”。社区变成了大家庭，每个人都自觉维护，环境清洁了、文化氛围浓了、邻里关系近了，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等

良好风气浓郁了。

五年来，西善桥街道持续推进“向善家长学校”、开放大学、全民阅读、志愿者服务等项目，全力建设“理想教育小镇”，

并明确了小镇建设的实践路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等全要素发力，构建全年龄段、全生命周期的终

身教育体系，教育及关联产业全产业链发展。

引入金中西善桥分校、岱山分校等优质教育资源；对“40、50”人员进行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培训、推荐就业；将 100 多

支群众自发的文娱健身组织收编到老年“开放大学”……满足各类人群不同阶段的教育需求，居民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一个

从学生到家长、从少年到老年、从本地人到外来人口在内，人人享有高质量教育公共服务的“理想教育小镇”在西善桥街道已

经实现。

“理想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社区居民的思想、观念与行为。过去乱停车、楼道乱堆放、邻里矛盾纠纷多等城市管理

和社会治理“头疼”问题，在大教育助推下，迎刃而解。崇德向善风尚不断高扬，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和信心逐步增强，

“你和我”变成了“我们”，社会治理的质效度极大提高。

系统发力确保“理想”落地

“理想教育小镇”的建设，需要系统集成、多向发力。西善桥街道坚持系统思维，将家庭、学校、社会多方力量有机统合，

并以政府治理为牵引，使教育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为基层社会治理开拓了一条成功之路。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坚持党建引领、顶层设计，明确“大教育”实践目标、任务和路径。每项建设任务的“责任单位”，

除了各个中小学、幼儿园外，还有街道的党政综合部、工会、妇联、团工委、发展服务部、城市建设部、文旅中心等多个行政

部门，以及下辖的 10 个社区，实现了地方政府的统筹协同、精准治理。

沿着理想教育与社会治理双向赋能的“大逻辑”，街道注重推进环境育人，将“大教育”触角延伸到社会层面，整合全要

素资源，做强全产业链条。

白家山名人铭园文化墙、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初见知旅共同体、永盛奥林匹克公园、善创文化园、亲子文教街区等一批高

品质文化教育空间，满足了居民生活所需。“向善家长学校”利用教育功能来影响“上一代”，效果显著，荣获“全国最受百

姓喜爱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开放大学精心编制涵盖国画、书法、手工、戏曲等多种公益课程，年学习达到 12 万人次，实现

各年龄段居民学有所得、学有所获。

以全民阅读为主要抓手，以各类文体活动为有机补充，持续丰盈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带动全社会精神文明整体提升。开展

“一起做个好人”活动，并组织专题读书征文，浇灌文明之花。挂牌成立基层治理工作室，引入优质社会组织，共建联盟、商

圈联盟等形式，引导多方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我们的家，我们自己来管！”一曲《网格员之歌》，唱出了社

区网格志愿者和全体居民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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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人，以文化人。如今的西善桥，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多了，棋牌室少了；讲文明礼貌的多了，大声嚷嚷的少了。良好

的风尚、向善的氛围、优雅文明的人居环境，幼有优教、青年有为、老有所乐，使居民的认同感、幸福感大幅提升。人人有序

参与治理、人人享有品质生活、人人拥有归属认同的“理想”，已然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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