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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多举措
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多点开花

林洛

文明实践在守正创新中“聚势蝶变”
——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先行试验区”建设的创新探索

本报记者 赵青 罗玉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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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贵在做，重在实，关
键在创新。

北京海淀区作为新时代文明
实践全国第二批试点和中宣部确
定的10个重点联系县（市、区），
充分发挥科技、教育、文化资源富
集的优势，以首都站位、首善标
准、首创精神，牢牢坚持“14356”
的工作定位，即个1目标、4个定
位、3个到位、5项工作、6大能力，
把中心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
坚持高站位、高起点、高标准地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打
通服务引导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探索形成了“创新范”“科技
范”“文化范”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海淀模式”。目前，全区共建设了
1个实践中心、29个实践所、648
个实践站。

560多支特色宣讲队伍让党
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10
万辆网约车和10万辆共享单车
变身“理论宣传车”，让新思想时
刻“走在大街上”；1871支志愿服
务队的服务多面延伸，推动文明
实践走深走实……海淀区不断健
全工作新机制，强化保障新举措，
探索理论宣传新路径，推动新思
想传得开、听得懂。

做好顶层设计，文明实践有
蓝图。在组织领导方面，海淀区

不断健全工作新机制，把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融入全区的
各项工作，由区委书记和区长担
任中心“双主任”，区四套班子主
要领导担任志愿服务总队长，实
现区领导挂点“包片”、机关党员
督促指导、志愿队伍孵化帮扶
等，增强文明实践的针对性、实
效性。

同时，海淀区不断强化保障
机制，先后制定了《海淀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方案》《海
淀区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工作措施》《海淀区关于深入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国第二
批试点建设的若干措施》等文件，
细化试点工作任务；出台志愿者
招募、培训、激励、礼遇等11项措
施，打造“海淀友邻”、红色香山等
高质量的志愿服务项目，以品牌
项目汇聚力量、凝聚群众，培育了

“圆明园蓝立方”等1871支志愿
服务队。

为更好地将新思想传播到
群众家门口，海淀区积极探索理
论宣传新路径，组建了“红色文
化”“科技创新”等560多支特色
宣讲队伍，打造了科技企业党委
书记“百秒讲习”理论宣讲品牌，
应用“云”传播视频化的方式，推
动新思想播进百姓心田。同时，
联合16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和166所中小学，推动大中小学
思政课学习一体化，并启动了

“青年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利用
午休时间，讲理论原理、讲政策
法规，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科技

园区的青年人之中。

打造文明实践“创新合伙
人”、推动基层治理“向前一
步”、实施应对疫情“暖心行
动”……在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走深走实的过程中，海淀区积极
弘扬新风尚，以群众可感知、可
参与、可持续的现代服务模式，
不断发挥精神文明建设的更大
作用，形成了凝聚人心、赢得人
心的强大势能。

“创新合伙人”不断扩大文明
实践“朋友圈”。海淀区发动区文
明委111家成员单位、全国文明
单位联盟44家成员单位的资源
力量，探索“激活、整合、下沉、共
享”资源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
在100家单位设立了文明实践基
地，以文明实践“撬动”地区资源，
不断扩大文明实践的“朋友圈”。
同时，探索建立了“区域新时代文
明实践基地联盟”“光合作用室”
等，让居民充分享受到“家门口”
的志愿服务。

基层一线是文明实践的火热
疆场，海淀区坚持问题导向，针对
基层治理的短板弱项，拿出真招
实招，推动基层治理“向前一步”。
2020年以来，共组织“光盘行动、
简约餐桌、美好生活”“榜样说条

例”等文明实践活动2万多次，惠
及百姓220多万人次，形成了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环境、大氛围，
为基层治理贡献了文明之力。

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振臂一呼”，吹响了社区居民和
志愿者的“集结号”，1000多支志
愿服务队伍在680余位文明实践
志愿指导员、60余位各类榜样人
物的带领下共同抗疫，近10万名
志愿者“应者云集”，全方位开展
社区值守、心理咨询等志愿服务，
织密了疫情“防控网”，架起了百
姓“暖心桥”。

居民有了烦心事，只需登录
北京市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服务管理平台在线“点单”，就
立马可以找到志愿者为自己排忧
解难；疫情期间足不出户心情烦
闷，在中心平台里可以查到上百
个美味食谱、数十万册电子书，丰
富百姓的居家生活……海淀区充
分发挥科技创新优势，以精准化、
精细化的服务“孵化”城市文明，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信息
化、数字化发展，打造百姓美好生
活的“暖客厅”。

志愿服务队伍突出“科技
范”。依托中关村科学城，组建了
海淀区科技先锋志愿服务总队和

200支科技企业志愿服务队伍，
并发动了20多所高校的大学生
加入“夕阳再晨”科技助老志愿服
务队，调动科技人才广泛参与志
愿服务。在“贝壳找房”所辖区域
的链家门店设立了220家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驿站，组建了“小贝壳
大梦想”志愿服务队，辐射周边的
社区，构建了辖区志愿服务“15
分钟生活圈”。

文明实践平台突出“智能化”。
依托智能移动客户端“掌上海淀”，
打造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级
融媒体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三个
中心”贯通发展的服务管理一站
式、PC移动一体化综合平台，利用
VR虚拟现实、LBS（基于位置的服
务）、大数据、智能推送等先进技
术，精准服务群众需求，让多元资
源“触手可及”。政务服务中心探索
开展了“政务体验官”志愿服务项
目，以志愿者的热心相助，解决群
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打通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基层文化活动突出“亲近
感”。海淀区充分挖掘地区特色文
化基因，让文化艺术融入城市、走
进百姓生活，带动基层文化活跃
起来。依托舞蹈艺术资源，挖掘三
山五园文化 IP，举办了街区、园
区、社区一体呈现的“中关村舞剧
节”，开展了亚洲数字艺术展、海
淀文创市集等文化活动。新建北
部文化中心等文化新地标，文化
组织员、文化志愿者、群众文艺团
队覆盖各街镇社区，文化可及性、
亲近感不断增强。

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工作开展以来，青海省海东市乐
都区扎实有序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建设，开展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活动，使基层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得
到了深入推进。

高度重视，完善组织架构。乐
都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
间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领
导小组，组织各乡镇的“一把手”
赴互助县、大通县进行实地考察
学习，理清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如何建、谁来做、做什么”的工作

思路和目标方向。召开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推进会，构
建以区建立文明实践中心、19个
乡镇建立实践所、59个行政村建
立文明实践站的三级工作机构。

夯实阵地，壮大志愿服务队
伍。积极整合各类资源，成立了
乐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依
托区工会大厦，设立了大厅、展
览室、图书室、健身室、道德讲堂
等功能室。以“1+8+N”为基本框
架，成立了理论政策宣讲、文化
文艺、助学支教、生态环保、医疗
健身、科普技能、扶贫帮困、法律

法规8支区级志愿服务队。志愿
服务队伍吸纳政策理论宣讲员、
文化文艺工作者等全区的专业
人才 783 名，细化工作措施，开
展点对点的精准服务。截至目
前，全区共设立了 78 个文明实
践所、站，形成了纵向涵盖区、乡
镇、村（社区）三级，横向辐射党
政群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网络。

全面铺开，打造多元活动。通
过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讲解、文
艺演出、科普大篷车进乡村等方
式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580余

次，受众达26200余人。开展贫困
儿童扶志扶智帮扶活动、山区学
校送教下乡等活动，引导未成年
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通
过小品《移风易俗靠大家》等，引
导广大群众树文明新风、去陈规
陋习；以“聚焦重点人群 提升科
学素养”为主题，积极宣传五大发
展理念，并为群众发放科学技能
宣传册，邀请种植、养殖能手分享
创业致富经验；深入乡村为群众
解读民法典、进入学校为青少年
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积极走村串巷调解矛盾

纠纷；共和乡拉科村文明实践站
设立了凝心超市，以志愿服务活
动积分兑换物品的形式，鼓励群
众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截至目前，
全区78个文明实践所和实践站
619 支志愿服务队的 4609 名志
愿者共开展志愿活动650余次，
受众人数达33000余人。

下一步，乐都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将继续盘活各类资源，
凝聚多方力量，打通宣传群众、教
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为乐都人民迈入小康社会的
路上继续充实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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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文
明村镇——四川省
攀枝花市盐边县昔
格达村多举措打造
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取得了丰硕成果。
2020年，该村农业主
题公园（文化田园）
被四川省农业农村
厅认定为省级示范
农业主题公园。

坚持党建引领，
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通过“支部+”的方
式，先后成立了4家
村集体公司，建立起
了“村集体主导+企
业主体+村民入股+
平台运营”的利益联
结机制。同时，租赁
村民土地83亩，累计
投入资金 800 万元
打造了昔格达文化
田园，修建了游客服
务中心、共享厨房、
五人制足球场、金色
池塘景观、高空冒险
游乐设施、村文史馆
等，成为了“网红”打
卡地，实现了“村集
体经济+企业+农户”
利益共享。

坚持文旅融合，
丰富康养旅居业态。
引入攀枝花格美达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建设国际艺术
创作营，利用 90 户
闲置农房，打造了马
一平、郭小川等艺术
家工作室4间、中高
端特色民宿3家、青
年旅社2间；打造了
艺术长廊、艺术家手绘墙画2000
余平方米，引进景德镇陶瓷工艺
大师刘竞芳开设“非野乡村生活
空间”，开发制作具有当地特色的
陶瓷制品“钛陶器”和手工布艺文
创产品。此外，先后与中央美术学
院、四川美术学院、攀枝花学院等
50多所美术院校签订协议，打造
艺术写生基地，定期开展研学养
智活动。

坚持产业为本，发展现代特色
农业。注重现代农业与文化田园协
调联动，标准化地种植了芒果
8000亩、蔬菜 2700 亩，村民通过
就近务工、入股分红、土地流转、农
副产品销售等方式实现增收致富。
目前，全村集体经济累计收入
2250万元。

潮州：
小景观推动大文明
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本报讯（潮文）2020年 10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东潮州视察。
他指出，潮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
的文化名城，潮汕文化是岭南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
要支脉。近期，潮州市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精神，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
思想教育、道德教化、精神文明建
设，起而行之，感恩奋进，努力把潮
州建设得更加美丽。

为丰富拓展精神文明宣传教
育阵地，潮州市文明办依托省项目
资金支持，在市区主干道和公共场
所精心选址、因地制宜，于近期完
成了 18 座城市文明小景观的设
置，进一步彰显城市的文明形象，
涵养市民的文明素质。广大市民纷
纷点赞，认为城市文明小景观能够
营造环境美、涵育心灵美、引导行
为美，更好地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打造沿
海经济带上的特色精品城市、建设
更加美丽的潮州提供道德支撑和
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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