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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润心无声
——陕西渭南项目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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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0 日，一场名为

“群众最喜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项目”网络投票活动在陕西省渭

南市展开。“万条家训进万家”“渭

南·书享荟”“兰台宝藏 解读档案”

等 25 个项目，以“文字+图片”的形

式，通过渭南宣传网、渭南新闻网、

渭南发布 APP 等网络平台公开展

示，接受群众评选。在此后的7天时

间里，这次活动的访问量达 23万人

次，投票总数超11万票。

以项目化方式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是渭南市的

一个创新。去年以来，为了让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百姓生活，

渭南市通过项目化推进、精细化管

理，积极探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可量化、可考核、可操作

的新路径，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突出主题
全市共策划项目158个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

行的“华州经验”荣获陕西省创新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一等奖；“万条家训

进万家”活动在中宣部举办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培训班上作经

验交流；持续开展的“渭南标杆”评

选活动，树起了社会精神新坐标，营

造出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社

会氛围……近年来，渭南市在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取

得的成绩可谓有目共睹。

“虽然这些年我们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仍面临着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不深、结合不紧、韧劲不

足的问题。”2019 年 12 月 20 日，渭

南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玉娥说，

“为了进一步巩固扩大成果，我们将

2019年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项目建设年，通过在全市打造一批

示范性强、社会参与度广、老百姓喜

爱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项目，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各行各业、融入社会生活，更加有

力地凝聚全社会价值共识，真正地

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

成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聚力发展、

同心筑梦的精神纽带。”

围 绕 这 一 目 标 ，渭 南 市 各 县

（市、区）、各部门纷纷结合各自的实

际，通过调研论证、设计策划、细化

流程等方式，精心开展了项目策划。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围绕“六进”，各

县（市、区）、各部门在项目策划时都

会突出一个主题：进机关突出“坚定

信念、勤政有为”，进企业突出“改革

创新、诚信守法”，进学校突出“弘文

励学、成才报国”，进社区突出“邻里

守望、和谐互助”，进农村突出“实干

创业、勤劳致富”，进家庭突出“德善

传家、小家大国”。

据统计，渭南市各县（市、区）、

各部门共策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项目 158 个，涵盖了机关、企业、学

校、社区、农村、家庭各个领域，贯穿

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学管理
“软任务”变成了“硬约束”

项目确定以后，科学管理就成

了关键。

“建立项目库是推进项目化管

理的基础。”渭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兰勇告诉笔者，在各县（市、区）、各

部门多渠道征集项目，建立基础项

目库的基础上，渭南市委宣传部按

照理想信念教育类、先进典型评树

类、学雷锋志愿服务类、移风易俗

类、培育良好家风类、诚信建设类、

媒体传播类、文化涵养类、政策制度

保障类等9个类别，以主题突出、特

色鲜明、贴近生活、形式新颖为标

准，从基础项目库中遴选了部分项

目进入市级重点项目库，从项目策

划、项目实施、项目成效等方面进行

管理，使同类别项目可比较、可借

鉴，项目进展可跟进、可督促，项目

成效可评价、可推广，以项目化管理

促进整体提升。

为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渭南

市还明确，由市、县两级宣传部门牵

头抓总，负责项目建设的全面指导、

统筹协调、推动落实。同时，渭南市

各项目实施单位也都建立了“一个

项目、一名责任领导、一套工作班

子、一套实施方案、一个保障机制、

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夯实了工作

责任。

“为了强化督查考核，我们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项目建设年工作纳入

2019年度全市意识形态工作目标责

任考核，细化考核指标，让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由‘软任务’

变成了‘硬约束’。”兰勇说。

以人为本
强化道德滋养

2019年 12月 12日上午，富平县

城关街道办渭运社区的办公楼里人

声鼎沸、热闹非凡，正在举行第四季

度“怀德生日会”。100 多名社区志

愿者、共建单位代表和社区居民欢

聚一堂，共同为社区里22名 70岁以

上、在第四季度过生日的老人祝寿。

唱国歌、送祝福、表演文艺节目……

老人们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70岁

的刘凤娥老人含着泪对工作人员

说：“我做梦都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过生日，你们真的是比

亲人还亲！”

据介绍，“怀德生日会”是富平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精心打造的志

愿服务品牌项目。这个项目以基层群

众为服务对象，以情感关怀为纽带，

以为群众过集体生日为主要形式，融

入了孝老爱亲、健康义诊、环境保护

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打通了宣传群

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目前已举办800多场

次，参与群众达6万多人。

在渭南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项目建设年活动中，像富平县“怀德

生日会”这样深受群众喜爱的项目

还有很多，诸如渭南市档案馆的“兰

台宝藏 解读档案”，渭南市博物馆

的“我们的节日”优秀传统文化主题

活动，临渭区文化馆的“戏曲进校

园”等等。也正因如此，为了进一步

强化示范引领作用，渭南市策划举

办了“群众最喜爱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项目”网络投票活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

下、综合施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下一步，我

们将突出重点部位，紧盯薄弱环节，

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建设富裕美

丽幸福的新渭南提供坚强的思想保

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

养。”王玉娥说。

自去年 3月山西省启动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以来，

晋中市、县两级领导高度重视，周密

部署，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有4个县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高标准、常

态化地开展工作，并根据实际，各自

摸索出了一套特有的工作方法。

太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

建设就是晋中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的一个缩影。自去年4月被确定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

（市）以来，太谷县以县、乡镇（城

区）、行政村三级为单元，在全县构

建了“纵+横”“3+1”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三级组织体系和“1+5+N”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网，形成了建设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太谷模式。

搭建综合性实践平台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一个全

面服务群众的综合性文化阵地，通

过文化引领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在群众中落地生根，让党的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桥南社区支部

书记孟昭华告诉笔者，桥南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自挂牌以来，就结

合社区的实际情况，由社区书记挂

帅，形成了以站长、两委委员为成

员、本土人才志愿者为队员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组织体系。并以讲党

课、举办理论讲座等形式，深入住

宅小区宣讲，发放学习“口袋书”；

科技科普志愿服务队多次深入辖

区加油站、幼儿园、居民小区宣讲

普及安全生产、应急逃生等常识，

切实做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服务

与群众诉求无缝对接。

探索数字化运行模式

在试点工作中，太谷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依托山西农谷大数据

中心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利用农谷的资源优势、科技优势、人

才优势，搭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调度指挥云平台，实现文明实践

网络平台与农谷大数据中心的数据

共享，让山西农谷大数据成为新时

代文明实践的“智慧大脑”，为新时

代文明实践服务提供了数据支撑、

科技支撑、人才支撑与服务支撑。

在山西农谷大数据服务中心，

笔者看到科技服务平台借助阿里科

技优势所做的农业单品大数据生产

种植模型。“在文明实践活动中，我

们接到了番茄小镇的服务需求，为

企业专门定制开发了一套番茄种植

生产模型，解决了企业成本高、管理

难、效益差的诸多问题。”山西农谷

科创部主任岳俊青介绍道。

定制专业化服务内容

去年以来，太谷县积极完善了

“1+5+N”志愿服务队伍，在县级层

面组建了由县长担任队长的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总队，下设专家理论、农

业农技、民间艺术、行业特色、综合

服务 5 支分队，带动实践所（站）建

立了N个个性化服务小队。同时，采

取“百姓点单、中心派单、志愿者接

单、群众评单”的方式，精准地开展

了经常化和个性化的服务。

在太谷县职业中学新时代文明

实践点，电商专业的学生通过中心

派单，运用与淘宝、盒马鲜生、京东

等知名电商平台合作的优势资源，

对本县的名优特农产品进行包装

设计、营销策划、宣传推介、在线销

售，仅“双十一”期间就为 30 多户

农民销售小米、玉露香梨等农产品

2万余斤。目前，新时代文明实践网

络平台已推出“初心在脱贫路上闪

光”、“妈妈学孟母”教育教养服务

等常态化项目 10 个，开展了“存款

保险与网络安全”“快乐参与轻松减

压”等个性化服务89次。

打造群众生活新阵地

去年以来，太谷县充分发挥文

化服务平台的作用，创作并推出了

《精准扶贫》《程家庄村规民约顺口

溜》等形式“上档次”、内容“接地

气”的主旋律“小作品”，开展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轻骑兵进社区、进校园、

进乡村等“七进”活动。整合了 9 个

乡镇的农村综合文化站和198个行

政村共 17 个社区的农家书屋，与

县文旅局“三馆一中心”形成了总

分馆制，于去年 10 月在县城新时

代文明实践广场建设了“智慧书

屋”，打造了智能、便捷、高效、健康

的文化生活新空间。“近年来，我们

村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崭新的

村容村貌，整齐的街道、明亮的路

灯，尤其是文化广场建成后，为我

们业余文化活动创造了更好地条

件，让我们的生活品质也有了明显

的提升……”小白乡白燕村 59岁的

武俊兰激动地说道。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以水土保持生态果业发展助推河长制落实，通过打造柑橘、杨梅等生态经果林固土保水护河，实现绿树满山、清水长

流，在绿化改善自然环境的同时，果农走上了绿色脱贫致富路。图为近日，务工农民在整理包装砂糖橘。 刘浩军 吴小平 摄

2019 年 12 月 27 日

至 28 日，文化和旅游部

在 四 川 省 巴 中 市 召 开

了 全 国 旅 游 厕 所 革 命

工作推进现场会，总结

2019 年 旅 游 厕 所 革 命

工作，并对 2020 年旅游

厕 所 革 命 和 旅 游 公 共

服 务 重 点 工 作 任 务 进

行部署。

“小康不小康，厕所

算一桩”。“如厕”问题看

似生活小事，实则是关

系 民 生 的 重 大 社 会 问

题。厕所问题处理不好，

有害环境、有损健康、有

碍发展 、有伤文明。因

此，近年来我国积极倡

导推进“厕所革命”，无

论在景区、城市还是乡

村，我们都能欣喜地看

到，厕所在慢慢地发生

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

质量也在这样的变化中

得到了提升。

文明，就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点

滴变化和积累中提升的；而幸福，往

往也就藏在生活中的一个个小细节

里。不忽视小细节、不轻视小变化，才

能收获大不同、成就大文明。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外出

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娱乐方式。通过旅游，饱览祖国大美风

光、各地人文风情，了解国家的建设发

展成就，感受祖国的日渐强大和繁荣。

在旅途中，倘若小小的如厕问题解决

不好，难免会煞风景。脏、乱、差的如厕

环境，不但有损旅途中的好心情，也会

让人们对国家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印象

大打折扣，这显然是城市文明和乡村

振兴路上的一块短板。

为了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

质的短板，2017 年我国发布了《全国

旅 游 厕 所 建 设 管 理 新 三 年 行 动 计

划》，推进厕所在地区间、城乡间、景

区内外合理布局，实现“数量充足、分

布合理，管理有效、服务到位，卫生环

保、如厕文明”的新三年目标。经过两

年多的深入实施，旅游厕所革命工作

重心逐渐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

变，从“建好”向“管好、用好”转变，各

地努力提升游客的如厕体验，游客满

意度明显提高。

这些阶段性成果的取得，都是一

种文明的积累、幸福的沉淀。我们既要

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文明和幸福，更要

将其做好做实做稳，不能让其成为短

期工程、面子工程。对于今天的国人而

言，旅游已不仅仅是一种休闲娱乐，更

是一种文化体验。强自信、促发展、育

文明、树新风，“厕所革命”不能止步。

安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推进餐饮油烟整治
持续优化人居环境

本报讯（喻晓丹）为加强生态环

境治理，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切

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油烟污染扰

民问题，近年来，浙江省安吉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在辖区范围内全力持续

推进餐饮油烟整治工作，督促餐饮商

家对餐饮油烟实施规范排放和净化

处理，力求改善环境质量，取得了明

显成效。

勤梳理，确保治理工作高效率。

持续完善“一户一档”，坚持覆盖化治

理。综合辖区餐饮业的类型、规模、设

立时间等要素，将油烟净化器的安

装、运行、清洗记入基础档案。并定期

上门整理收集设备相关证书、维保手

册等资料，登记设备参数，拓展“一机

一档”台账。同时，以问题为导向，对

问题单位整改工作进行跟踪检查指

导，督促餐饮单位更换老旧、损坏油

烟净化设备。

强推进，着力污染管控长效化。

按照“边查、边改、边督”的要求，通过

上门指导、整改跟进等措施确保整改

单位油烟净化设施安装、使用和维护

等落实到位。同时，试点“一户一测”，

实现智能化监管。该局还在辖区内的

大型餐饮和多次被投诉的餐饮安装

了油烟在线监测系统，对油烟净化设

备进行 24 小时同步监控和管理，形

成了严管严控的高压态势。

重治理，推进油烟扰民快处置。

提出“一户一策”，实行清单式推进。

积极引导各餐饮服务场所安装合规

的油烟净化设施，并设置排放口高度

和位置不影响周围居民生活环境的

专用烟道。同时，进一步完善餐饮油

烟投诉举报受理机制，对于群众反映

强烈、问题反复出现的餐饮店，执法

所着力推进整改，做到“件件有登记，

事事有追踪”。

山东淄博出台
垃圾分类实施意见
营造文明新风尚

本报讯（淄文）为加快推进全

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让垃圾分

类成为市民文明生活的新风尚，

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要求，山东

省淄博市近日出台了《关于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

至2025年 1月31日。

《意见》为淄博市的垃圾分类

确定了工作目标：2020 年，淄博

市公共机构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

覆盖；2021年，全市实现企业单位

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垃圾分类

处理设施基本满足需求；2022年，

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完善，全市5

区 3 县和 3 个功能区全部实现生

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意见》还规定了垃圾分类的

标准，生活垃圾按照有害垃圾、

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湿垃圾）、

其它垃圾（干垃圾）、专业垃圾进

行分类。建筑（装修）垃圾、餐厨

垃圾、大件垃圾、废弃木材、绿化

垃圾、市场（农贸、农产品批发市

场等专业市场）有机垃圾（其他

厨余垃圾）等大宗废弃物（统称

为专业垃圾），通过专门收集运

输渠道实行专业化处置，具体办

法另行制定。要建立分类投放体

系、分类收集体系、分类运输体

系、分类处置体系的全程分类体

系；明确重点工作任务，切实夯

实垃圾分类实施基础，推动公共

机构率先实施，加强示范片区建

设，积极推进源头减量分流，健

全完善监管机制，加强宣传教育

和志愿者服务工作。

河南商丘开展
“双节”送温暖活动

本报讯（杨旭华）为做好社会

组织帮扶困难群众的工作，保障

困难群众过上温暖、祥和的“双

节”，近日，河南省商丘市民政局

决定开展商丘市社会组织“双节”

送温暖活动。

据了解，开展“双节”送温暖

活动是确保贫困户实现“两不愁、

三保障”目标的内在要求，是开展

“访民情、听民生、解民忧、帮民

富”活动的重要内容。商丘市登记

在册的社会组织有 2416 家，各级

社会组织结合自己的特长，投身

到这次送温暖活动中，确保不让

困难群众有一人一户出现过冬困

难的情况，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

决胜全面小康的信心和决心。本

次活动将持续到 1 月 22 日。慰问

对象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主，兼

顾受灾群众、五保户、低保户、优

抚对象、伤残军人、孤寡老人、危

重病人等特殊困难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