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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普及志愿者队伍建设经验交流 

连云港市社科联 

 

为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社科普及宣传工作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壮大社科普及宣传工作者队伍，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

广泛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市社科联决定成立连云港市社科

普及志愿者协会，推进志愿者队伍建设。这个协会在全省属

于第一家，体现了连云港市开展社科普及工作的前瞻性和创

新性。归纳起来有这样一些经验。 

1.积极做好社科普及志愿者组织建设。 

2016 年，科普部通过文件以及报纸、网络等多种渠道，

面向全市发布了招募社科普及志愿者的通知，经过周密筹

备，当年 9月，成立连云港市社会科学普及志愿者协会，吸

纳会员 300 余人。一年来，还先后成立社科普及志愿者服务

站、社科普及专家学者志愿服务队等志愿者队伍 50 余支，

能够长期开展社科普及公益活动的专业化、规范化志愿服务

队伍近 20 支，便民服务点 60 多个。同时和学校、社区、街

道、企业等建立“结对子”活动，对接点 50 多个，以便志

愿者及时做好社科普及服务，从而形成了比较完善稳定的志

愿服务体系，为科普组织宣传工作建立健全了社科普及志愿

者组织，凝聚了人才、打实了基础。如专业从事孝文化宣传

的志愿者队伍和连云港高新区郁州街道“结对子”，定期为

该街道群众普及孝文化知识；专业从事国学研究的志愿者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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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与连云港区朝阳中学“结对子”，定期为该校普及优秀传

统文化等。 

2.积极培育社科普及志愿者团队。 

在社科普及活动中，我们十分重视对社科普及志愿者的

培养，不断提高志愿者社科知识和普及的能力水平。充分利

用社科普及志愿者协会成立大会、召开理事会以及社科普及

宣传周开幕式等时机及时组织志愿者参与并学习《江苏省社

会科学普及促进条例》《连云港市社会科学普及志愿者协会

章程》等有关法规和文件；利用各种社科讲座、法律宣传、

广场咨询、知识竞赛、社科图书漂流等普及活动，有意识地

安排社科普及志愿者参与其中组织活动，同时也在活动中得

到学习和锻炼，提高了素质，增强了才干。如今年组织省第

十四届社科普及宣传周主题知识有奖竞答活动，部分社科普

及志愿者既是组织者，也是参与者，既是“指挥员”，又是

“运动员”，自始至终参与活动其中，出谋划策、建言献计，

为活动中后期参与人数过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3.充分发挥社科普及志愿者队伍作用。 

社科普及志愿者的主要作用就是做好社会科学知识普

及，服务社会。一年多来，社科普及志愿者协会根据国家新

的大政方针、政策和当前社会热点、困惑问题以及受众面需

求，有针对性地组织社科志愿者做好社科普及活动。如针对

连云港经济发展在全省一直处于末位以及“一带一路”能不

能给连云港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连云港历史名人与当前经

济建设关系等问题，志愿者协会分别邀请社科普及专家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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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广大市民做了“‘一带一路’建设与连云港发展”“徐

福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专题讲座，及时传道解惑；针对

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形势，着眼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组织

社科志愿者编印《创业就业》《优生优育》《投资理财》等

“社科知识与百姓生活”系列口袋书，免费向市民发放。这

些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一经推出，受到了市民和

学生的好评，有效拓展了科普的方式和实效。 

4.社科普及志愿者不断创新普及的方式和手段。 

一是打造“港城社科”微信平台，定期推介科普知识和

社科新闻。社科普及志愿者协会和科普部共同开通了“港城

社科”微信平台，志愿者负责社科热点推介和社科知识撰稿，

向微信平台定期送稿，通过热点关注、科普沙龙和社科动态

等栏目，每周 2期（周二和周五）定期推送人文社科知识、

理论热点解读，宣传报道省市社科联和各基地、学会和志愿

协会（站、点）的科普活动。截至本月底，已发布 150 余期

300 多条，关注人数四千余人。目前，“港城社科”微信已成

为连云港市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和社科界信息传播的综合载

体。二是积极参加连云港市读书节大型图书漂流活动。近年

来，连云港市社科联联合社科普及志愿者专家队伍，编印了

一系列社科读物和读本。今年，结合市全民阅读促进会有关

通知，经过前期认真准备，于 4 月 22 日全天，在连云港苍

梧绿园参加由连云港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主办的主题为阅动

港城书香筑梦的大型图书漂流活动，我们的社科普及志愿者

协会组织有关站点的志愿者在苍梧绿园摆摊设点，免费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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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介绍并增送社科读本，我们编印的“社科知识与百姓生活”

系列口袋书通俗易懂，适用性强，便于携带，深受市民青睐

喜爱。志愿者的这一做法得到参与活动的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滕雯的高度好评。三是组织社科志愿专家编印“社科知识

与百姓生活”系列口袋书。针对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形势，

着眼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志愿者协会根据各社科普及志愿

队伍特点，启动了“社科知识与百姓生活”科普丛书编写活

动，计划 5年编写口袋书 15 本。在去年编印 3本的基础上，

今年组织法律方面志愿专家编印了《民法》、《行政法》《刑

法》，免费向市民发放，并将择机编印“社科知识与百姓生

活”科普丛书合订本。这些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

一经推出，受到了市民和学生的好评，有效拓展了科普的方

式和实效。 

存在不足： 

一是形式大于内容。社科普及志愿者协会成立以来，又

先后建立近百个社科普及站、点。建立的架构大且多，但社

科普及志愿者大都是从事社科工作的专家、学者或工作人

员，真正为社科普及事业而积极参与的志愿者人数还是有限

的，而且有的志愿服务站、点、队活动开展也不是很正常。 

二是社科普及志愿专家队伍相对较少。因为志愿者大都

是义务、公益的，得到的费用少，甚至没有，所以专家参与

的积极性不高、数量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