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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提高社科普及工作有效性 

扬州市社科联 

 

今年来，扬州市社科联在省社科联的关心指导下，对《江

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条例》做了进一步的宣传贯彻。我们

针对当前社科普及对象存在“中间多、两头少”即中青年为

主、老人和少儿少，社科普及服务以城市为主、农村辐射少

以及社科普及工作以社科联人员为主、全民参与不够等现

象，从普及对象、普及地域和普及人手等基础工作着手，切

实有效地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有效性。 

一是增强趣味性，吸引更多读者阅读《社科普及知识

ABC(2017)》口袋书。我们充分利用口袋书适合各年龄段人

群传播的功能进行社科普及。2016 年起，我们联合所属学会

编印了《社科普及知识 ABC》系列科普读本，包括：《社区基

本知识》《心理健康知识》《卫生健康知识》和《社会科学普

及工作知识》共 4 册。今年我们又结合扬州的实际情况，直

接联系房管局、人社局、人民银行等具体相关部门，编印了

《物业服务与管理实用知识》《社会保险实用知识》《金融理

财实用知识》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小

册子，以最新的文件、法律法规为依据，穿插大量实例，找

人专门设计漫画配图，图文并茂，增加读者阅读的兴趣。发

放对象由以往的街道、社区扩大到企业、公司，发放方式由

过去的集中发放到社区变成上门赠送、定点投放。同时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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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普及志愿者，利用空余时间，向所在的单位、身边的邻

居、朋友进行针对性发放。 

二是拓宽普及面，深入农村建立农村书屋。江都区小纪

镇贾兴村是我们的一个联系点，在前期入户走访时，我们发

现村子里老人和儿童居多，这两类人群，他们接受社科知识

普及的渠道十分有限，要么是看电视，要么是村委会组织讲

座，对智能手机、计算机等现代化工具无法熟练掌握。因此，

在了解了他们的需求后，我们和村委会决定在村部建立一所

简单的农村书屋。首先由村委会腾出一间面积约 50 平方米

的房间作为农村书屋的场所。通过自筹资金，在书屋的室内

布置、阅览桌、书橱的选配、图书的选择及质量把关方面下

功夫，确保书屋建设的标准质量。其次在书籍购置上，在整

合现有资源的同时，我们帮助购买了包含文学作品、生活常

识、文化艺术、健康保健、少儿读物等各类书籍、报刊，知

识涵盖面广、内容丰富，能够很好的满足广大村民的各种知

识需求，提供给他们各种信息。再次，在制度建设上，对农

家书屋实行一对一的帮扶管理。通过联系扬州市图书馆学

会，派出专人帮助制定完善了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图书室内

部管理制度、借阅制度，设置借阅登记本、需求登记及征求

意见簿，并明确一名村干部作为图书管理人员，学习图书的

分类、编目、借阅等业务知识，保证农村书屋的正常开放，

促进图书管理的规范化、系统化。最后，加大宣传，借助书

屋这一阵地，开展系列活动，如：通过广播定期播放相关社

科知识；免费向村民发放相关的书籍材料，不定期举行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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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知识竞赛，引进“社科学堂”，开展讲座，普及社科知

识……通过这些活动，吸引村民自觉的参与到农家书屋的各

种读书活动中来，学政策、学法律，培养村民的阅读兴趣，

让更多的村民能从书本中受到教育，从而掌握科学的方法，

传承文明，提升自身的人文社科素质。下一步我们还要帮助

建立电子阅览室，让村民进一步拓宽获取知识的渠道。农村

书屋的建设，使村民有了好的去处，培养了生活乐趣，调剂

了单一乏味的农村生活，同时也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拓宽了信

息渠道。 

三是延伸触角，举办“喜迎党的十九大”社科知识竞赛。

9 月 16 日扬州市第十四届社科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当天，我们

在开发区振兴花园学校举办了“喜迎党的十九大”社科知识

竞赛，参赛人员为六年级小学生。相较以往，我们社科普及

的触角第一次延伸到了开发区，实现了普及地域上的新突

破，同时从普及对象上来看，人群也有所扩大，普及到了小

学生，而且因为是现场竞赛活动，较为直观，观众参与度也

较高，参赛学生的家长、同学和老师为自己的孩子、伙伴、

学生加油，未能参赛的学生及其家长，也引发了他们对社科

知识的兴趣，增强了更加全面培养孩子的意识。 

四是统筹协调，发挥志愿者服务队的作用。由于社科联

工作人员有限，仅仅依靠社科联人员去开展社科普及工作显

然是不够的。去年结合《条例》颁布之际，我们成立了志愿

者服务队，设立了一名队长，日常工作是队长负责运营。主

要活动有这么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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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进扬州新闻广播主播“空中亲子大讲堂”，每月一

期，共 10 次； 

2、团队成员开通了个人播客 12 个，利用网络宣传心理

健康知识，访问量 20 万人次以上； 

3、建立“心理学与家庭教育”微信群、QQ 群 8 个，拥

有成员约 2000 人，不定期举办网络科普宣传及在线交流。 

4、队长王道荣老师担任扬州电视台新闻评论员，参与

有关教育和心理健康专题的新闻评论 8次。 

5、预约进行网上在线心理辅导若干。 

6、每周二晚举行公益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