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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汉字输入法”圆百姓智慧生活梦 

 

门头沟区社区学院  刘孟海、李亚绯 

 

门头沟区自 2004年启动此项工作以来，至今已经 15个年头，在历次

国家级和市级组织的比赛中我们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点滴成绩的取得，

得益于北京纵横码研究会多年来搭建的各种学习、培训和研讨的平台以及

多次举办的国家级和市级比赛。这对我们水平的提高影响极大，也得益于

区教委历届领导的高度重视；更得益于我们有一支敬业、奉献的管理队伍

和始终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骨干选手队伍。 

反思我们做过的工作，有以下四方面经验与大家分享： 

一、充分认识此项工作在提升市民信息素养，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中起重要作用 

随着门头沟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棚户区改造的推进，人们的生活水

平日益提高，电脑、智能手机等已经不再是什么奢侈品，而是逐渐成为了

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必需品。甚至，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解决人们

在生活中的购物、沟通、交流、学习等诸多问题。现在，离开智能手机的

生活已经不可想象了。那么如何帮助那些不会汉语拼音输入以及书写输入

有困难的中老年朋友尽快掌握汉字输入技术，提高他们的信息技术素养，

圆他们的智慧生活梦，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同时，门头沟的区域经济社会也面临转型发展，在当前“互联网+”的时

代，如何发挥好物联网在推动山区旅游经济的创新发展，让更多的农民走

上致富之路也迫在眉睫。 

可以说，纵横汉字输入法这一信息技术就像是一场及时雨，很好地解

决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二、区教委把此项工作纳入市民素质提升工程，使之成为重要的培训

课程 

2007年门头沟区委、区政府制定了《关于大力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

实施意见》，区教委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把计算机培训项目作为建设学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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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提高市民素质的重要内容，其中纵横汉字输入法的培训是其中的重要

一项。一直以来，在政策支持、经费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从而

有力地保障此项工作能够顺利推进，并坚持到现在。 

在学习型城市建设先进区争创期间，区教委依据要构建全民终身教育

体系和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建设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全区教育

资源统筹，在“一校挂两牌，一长管两校，一师任两教”的“三个一”制度引领

下，面向广大农村、社区，全面有序的开放教育资源，我们对全区中小学

的计算机老师进行了纵横汉字输入法培训，要求这些中小学按计划在各社

区区内开展市民纵横汉字输入法培训，每次培训不少于 30人，并由区教委

职成科牵头对培训情况进行评估检查，将结果纳入学校整体工作考核，有

力地推动了纵横汉字输入法工作在全区的推广和开展。2009年我区被评为

北京市学习型城市先进区，评估专家组确定此为推广现代信息技术和教育

资源向社会开放的亮点工作之一，这一好的优势和传统我们也一直继承下

来，并付之于新的内涵。 

2014年门头沟区在争创学习型城市工作示范区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六

大工程，其中之一是《构建多元学习服务圈，实施新市民素质提升工程》，

其中在“五位一体”的多元学习中，我们把网络学习作为市民学习的重要方式

之一，并把纵横汉字输入法列为市民培训的重要课程内容列入课表，社区

学院每周定期组织培训班开展培训，目前已开办十期，培训 500余人。2015

年门头沟区成功创建北京市学习型城市工作示范区，这与我区长期坚持市

民计算机培训，特别是纵横汉字输入法培训以及取得的成绩是分不开的。 

三、把培训送进村居，服务市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我们把培训推广纵横汉字输入法同我区的“区情”结合起来，围绕市民需

求，采取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培训方式，注重培训实效，服务市民的学

习、工作和生活，以提高市民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而达到推广普及

的目的。 

门头沟区位于北京西部，被定位为首都西部综合服务区和生态涵养发

展区。是北京市唯一纯山区，辖区内有 9个镇，4个街道办事处，下辖 118

个居委会和 178个行政村，其中 98.5%是山区，而 1.5%的平原地区却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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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全区 50%以上的人口。近几年，围绕着生态旅游休闲产业的发展，推动

了“国际山地徒步大会”，“京西古幡乐”等为代表的文创活动，并依托“三山”

（灵山、百花山、妙峰山），“两寺”（潭柘寺、戒台寺），“一湖”（珍珠湖），

“一涧”（龙门涧）为代表的优美自然环境资源，加速了农家乐旅游项目的发

展，但随之而来的是需要大量的会管理，懂经营，文明有礼的管理和服务

人员。据调查，在已招聘的工作人员中有 30%的人不会操作计算机，40%

的人不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只有 30%的人能够熟练操作计算机；在各镇、

街，45岁以上工作人员中，50%的工作人员的计算机操作水平也不能完全

适应本职工作；各村村长、书记的计划、总结、各种统计报表等工作都需

要大学生村官来协助完成。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先后在清水、雁翅、王平、妙峰山、潭柘寺等镇，

开办了计算机纵横汉字输入法及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培训班，有针对性的

开展订单式培训，帮助他们解决了工作中的实际困难，让更多的人认识和

掌握了纵横汉字输入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例如，清水镇的 31名社区计

划生育专干经过培训已经全部能够利用计算机完成各种信息统计、汇总、

上报工作。 

在社区，从 2005年开始直到现在，每年我们都要举办市民纵横汉字输

入法骨干培训班。经过培训，以前从未接触过计算机的人，有的当上了村

干部，有的竞聘到居委会工作，有的当上了居委会干部。例如，在全国比

赛中获得一等奖的刘丙敬、杨丽清、刘俊仙都当上了社区的宣传干部；在

北京市纵横汉字输入法大赛上获一等奖的徐素梅竞聘为城子大街社区计生

委员；获优秀奖的周兰仙竞聘当上了桃园社区主任兼书记。宋复兴同志年

过七旬，现在是社区理论宣讲团成员，到社区开展宣讲活动近百场，类似

的实例还有很多。 

总之，按需施训，学以致用，服务市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不断加

大纵横汉字输入法的普及力度是我们推进此项工作的基本理念。 

四、结合区域实际，多措并举，不断推动此项工作走向深入 

十五年来，我们在纵横汉字输入法培训和推广方面，以服务市民的发

展为根本出发点，克服各种困难，积极采取多种有效方式，推动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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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走向深入。 

1.依托市民学校，开展智慧社区建设，把培训点办到社区。我区在“五

位一体”的社区多元学习服务圈建设中，重点推动了市民学校建设。目前已

建成了“1+13+n”的三级市民学校网络，社区学院结合“智慧社区”建设。为社

区配备计算机，帮助他们建起了社区机房，使市民有了稳定的培训基地，

同时，学院还与街道和社区取得联系，把培训送到社区，送到百姓的家门

口，深受百姓欢迎。例如,在双峪社区的培训中就有几位 70多岁的老人参加

培训，他们的学习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2.以赛代训，不断激发市民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广纵横汉字输入

法，我们还考虑到如何有效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对于初学计算机的人特

别是老年人来说，这些人文化底子薄，反应慢，记忆力差，对计算机知识

特别是计算机应用知识知之甚少，学习畏难情绪比较大。因此，我们在培

训中不仅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比如除采用小组“一帮一”互助形式进行

培训外，还连续八年组织全区性的比赛，通过比赛，鼓励学员学习。同时

还树立典型，积极组织其中的优秀选手参加北京市和全国比赛，在比赛中

他们收获了成功的体验。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作为北京市第一家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门头沟区社区学院，主要承担着我区纵横汉字输入法培训的任

务，工作中，我们充分认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为此，学院负责此项培

训任务的社区部加强自身队伍建设，一方面加大管理和服务的力度，即每

周定期开放学院机房服务前来学习的市民，并在重要的赛前准备时期，还

牺牲休息时间，利用周六、日和寒暑假时间进行培训。同时，我们还聘请

了骨干选手邓春玲等为培训教师为学员进行培训，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同时，我们还鼓励学院的老师也积极参加学习，经过学习一方面提高

了我们老师自身的素质，另一方面也壮大了纵横码培训的师资队伍。目前，

社区部的艾庆艳等部分老师已经通过学习能够走上讲台到社区为居民开展

培训，并且得到了市民的欢迎。 

截至到目前，我区获得全国比赛冠军 1个、特等奖 4个、一等奖 10个、

二等奖 15个、三等奖 10个；获得北京市比赛总冠军 1个、组冠军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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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奖 3个、一等奖 16个、二等奖 30个、三等奖 35个。2016年初，北

京市教委职成处和市老教协在我区召开现场会，门头沟区做了典型发言。 

下一步，我们将在区教委的领导下，在北京市老教协和纵横汉字输入

法研究会的指导下，努力在推广普及和学以致用方面下功夫，进一步加强

理论与实践研究，积极探索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真正把纵横汉字

输入法这一惠民工程落到实处，通过培训让百姓实实在在体会到学习的乐

趣和实际获得感，为构建全民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和建设学习型门头沟贡献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