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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坚持“四个强化”  

推进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 
 

今年以来，南京市积极推动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制

定出台相关工作方案和建设规范，持续做好资源整合和宣传引

导，先后建成 462 所乡村“复兴少年宫”，惠及全市 22.5 万乡

村未成年人，率先在全省实现农村地区全覆盖。 

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成立市、区两级宣传部部

长担任组长，教育、文旅、团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担任成员的乡

村“复兴少年宫”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构建以区建立总站、乡镇

（街道）建立分站、村（社区）建立点三级管理模式。制定《南

京市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考核细则》，将乡村“复兴少年宫”

建设情况纳入全市 2022 年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测评体系，

组织召开建设推进会，每月上报建设完成情况。积极选树乡村“复

兴少年宫”示范点，在全市征集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典型案

例，采用以奖代补的方式对各类先进典型给予激励。 

强化机制建设，提升工作质效。探索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

机制，制定《南京市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规范》，推动各

乡村“复兴少年宫”做到 “四有”（有计划、有制度、有检查、

有专人负责）、“三定”（定内容、定时间、定地点）、“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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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活动保障落实、活动成效落实）。着力构建共同参与

课程设计机制，从“注重教师特长、注重学生兴趣、注重地方

特色”等方面进行乡村“复兴少年宫”课程设计，同时重点兼

顾孤残贫儿童和外来务工子女的参与，常态化开展亲情关爱。 

强化资源整合，激发内生动力。坚持“因地制宜、一地多

用，一室多用”的原则，利用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五大

平台”的项目资源在乡村“复兴少年宫”统一调配使用，实现

“中心吹号，部门报到”。统筹全市 436 个农家书屋、416 个家

长学校、606 个校外教育辅导站等部门资源，积极对接省市有关

部门优质下沉资源，多维度强化优势资源支持。在全市广泛组

织开展公益课程征集，协调团市委、市文旅局、市体育局等部

门提供戏曲、朗诵、体育等公益课程 41 门，有益丰富了乡村“复

兴少年宫”课程内容体系。 

强化宣传引导，打造特色品牌。注重抓牢农村青少年这个

关键群体，广泛组织观看红色电影、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活动，

潜移默化引导教育儿童听党话、跟党走。针对学生兴趣爱好和

特长培养，着力打造一批创客空间、科普馆等场所，配备 VR

全景体验、机器人等科普设施，组织开展书法、美术 、手工制

作等培训。坚持从地方文化特色入手，以打造“一宫一品”、

“一区多品”为目标，推动开设“清华学堂”、“乡村小工匠”、

“制陶吧”课程，让青少年在参与劳动教育中得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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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依托乡村“复兴少年宫” 
点亮多彩童年梦 

 

去年以来，宜兴市坚持全域推进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

精准化融合社会资源，特色化打造示范项目，确保各项工作“往

实里做、往深里做、往心里做”，助力培养时代新人。 

创新工作方法，引领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有形有实。

在试点初始阶段，指导各级各类乡村“复兴少年宫”按照“六

有标准”（有固定场所设施、有特色活动开展、有统一标识、

有专兼职辅导员队伍、有长效管理机制、有资金投入保障）开

展建设，推动实现全市 18 个镇街覆盖。在试点基础上，提炼可

供学习复制的“一点五元”（一个多功能少年宫活动点、一个

固定活动日、一个少年宫公益联盟、一支特色青少年科艺团队、

一条研学实践路线、一个品牌融媒体产品）建设模式，以服务

未成年人为核心，以镇街、社区（村）乡村“复兴少年宫”为

平台，以中小学校为基础，努力构建起安全友好、健康有益、

多元服务的“乡村复兴少年宫 15 分钟未成年人德育生活圈”。

同时，聚焦“一宫一品”，推动各镇村乡村“复兴少年宫”充

分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相继打造以农业科技科普教育和

非遗文化为特色的“杨巷镇鹅西乡村复兴少年宫”，以石文化

传承和培育“工匠精神”为特色的“万石镇石海乡村复兴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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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等一批优质、特色的属地复兴少年宫。 

融合社会资源，激活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强劲动能。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乡村“复兴少年宫”“共享课堂”公益送课

行动，面向全市征集道德培育、文体科技、心理健康、劳动实

践等八类非学科类优质课程资源 200 多堂，市级指导中心采用

“点单——派单”的送课模式，为全市各级各类乡村“复兴少

年宫”送去《陶小狮课堂：食品安全科普课》、《我在宜博修

文物》等优质课程累计 500 多节次。充分挖掘、动员公共文化

场馆、农业产业园和优秀民营企业，打造党史陈列馆、急救中

心、污水资源概念厂、童心农场、星空少年无人机基地等 36 个

乡村“复兴少年宫”基地，与主体镇街乡村“复兴少年宫”优

势互补、良性互动，形成多个研学实践路线，充分激活全社会

共同关心关爱青少年成长的不竭动力。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职

能，推动未成年人工作战线的各部门实现项目、人员、公教“三

端融合”，将面向乡村青少年实施的“杜鹃花开 成长礼物”红

信封计划融入市妇联“蒲公英困境儿童精准关爱计划”、植入

团市委“1＋3＋6”关爱服务体系，促推市关工委与宜城街道结

成“公益联盟”为社区开展青少年暑期托管服务提供辅导员保

障，协调市公安局“陶小警”法治安全自护教育、市检察院“预

防校园欺凌 守护花样年华”等课程进驻多个新市民子女较多的

村（社区）乡村“复兴少年宫”送课，用复兴少年宫“小阵地”

撬动全市未成年人工作条线“大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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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项目引领，助力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精准实施。

依托紫砂文化、梁祝文化、刻纸、茶艺等非遗文化家底，建立

本土优秀文化资源库，指导研发“童心传承”系列课程，编撰

《梁祝传说——宜兴市未成年人传统文化读本》《陶博馆乡村

复兴少年宫研学手册》等书籍，出品“东坡奇妙夜”真人秀等

别具一格的融媒体产品，探索传统文化传承和现代教育结合的

新路径，将优秀本土文化以“共享课堂”、遗址考察实践、文

艺演出观赏等形式送进各级各类乡村“复兴少年宫”。全市有

条件的镇（街道）、村（社区）乡村“复兴少年宫”全面推进

“七彩夏日暑托班”，将“暑托班”与“共享课堂”、“喜迎

二十大 筑梦向未来”系列活动等青少年活动有机结合，助力解

决家庭无人照看儿童的实际困难。充分利用保利剧院的艺术教

育资源，打造特色课程项目，向各类青少年群体代表提供公益

演出、公益合唱培训、红色宣讲辅导等教育服务，为乡村青少

年和困境青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搭建通向艺术的桥梁，点亮职

业梦想的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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