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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有色有呼应 学史资源“活”起来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为党史学习教育前沿阵地

刘鑫

文明实践涵养“大美雄关”
——甘肃省嘉峪关市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宋敏

2019 年启动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工作以来，甘肃省嘉
峪关市按照中央、省委关于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部署，
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
作摆在首位，纳入全市宣传思想
工作计划，作为推进全市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和创城工作的重要
抓手持续向前推进，从建平台、
建队伍、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着
手，坚持高标准定位，致力高质
量建设，走出了一条“嘉峪关样
板”的文明实践试点新路子。目
前，全市建有1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分
中心，34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7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实现了
社区、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全覆盖。

接地气 融入孝老爱亲
乡风文明元素

“你看我们老年人来这里吃
饭，说说笑笑，我们要的就是活个
舒心。”77岁嘉峪关市文殊镇河口
村老人钟希玉，来“孝老饭庄”吃
饭已有三个多月，这段时间，在他
看来，“幸福得像花儿一样”。“孝

老饭庄”是一个由村“文化室”改
造而来专门为老人提供用餐、交
流的饭庄，彻底破解了农村75岁
以上独居老人在家做饭、吃饭难
的问题，解除了外出务工子女的
后顾之忧。

河口村只是全市在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中融入孝老爱亲乡风
文明元素的一个试点。自2019年
启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以来，
嘉峪关市聚焦农村养老服务需
求，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充分融
入孝老爱亲乡风文明元素，在所
辖三镇开办了河口村、野麻湾村
等5个“孝老饭庄”，饭庄内设有
老年娱乐室、餐厅、厨房、放映室、
解忧室等各类功能室，以暖心服
务让老人有归属感，全力打造老
年人“舌尖”上的幸福晚年。

“孝老饭庄”运营以来，为了
保障其常态化运转，嘉峪关市探
索建立了以子女供养为基础、财
政扶持为补助、社会捐助为补充
的孝善基金，运用“基金+饭庄+
文化”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对
高龄、生活不能自理为重点的农
村 75 岁以上老年人，按照 ABC
三类，每餐补助 10元、8元和每
月最高补助50元标准，合理安排
点餐用餐，并开展爱心食品配送
服务，确保老人能够按时健康
用餐。

倡新风 整治陈规陋习
推进移风易俗

“以前的天价彩礼压得人喘
不过气来，还容易在村民中形
成炫富、攀比的心理，严重助长
了社会的歪风邪气。不过现在好
了，随着文明实践工作的推进，
高价彩礼得到了有效遏制，大家
伙儿现在也感觉到轻松了很
多。”说起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整治高价彩礼的做法，村民李
大 爷 的 脸 上 露 出 了 开 心 的
笑容。

大力整治天价彩礼只是嘉峪
关市推动移风易俗的其中一项
内容。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嘉峪关市将推动移风易俗工
作作为推进全国文明城市、文明
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
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
作的重要举措，针对农村地区存
在的推进移风易俗不及时、不到
位等问题，通过开展集中调研、
集中整治活动，推动17个行政村
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
会、村民议事会、禁赌禁毒会、孝
善理事会“五会”组织，并建立

“五会”管理制度，各村组红白理
事会建立办理红白事的流程及
标准，强力推动社风、民风进一

步好转。
为加大移风易俗的推进力

度，嘉峪关突出党建引领，强力推
进“党建+”工作模式，将党建引领
助推移风易俗作为主要工作任
务，普及文明礼仪、规范文明出
行、强化文明旅游、推行“光盘行
动”、劝导不文明言行、加强网络
空间治理。同时，以婚嫁彩礼“限
高”为突破口，强化群众自治，发
挥文明创建的道德约束作用，三
镇17个村出台了《婚丧喜庆事宜
的具体操办标准》和红白事村级
报备制度，各级党员干部发挥

“关键少数”示范引领作用，带头
践行“限高”标准，带动村民思想
观念持续转变，不断深化移风易
俗工作。

广参与 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前些天家里的洗衣机坏了，
孩子们都忙着上班没时间修理，
我就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点
单’，请文明实践的志愿者帮忙，
他们很快就来帮我修理好了，这
些志愿者又热情又细心，真真切
切地帮我们做了很多的实事。”张
大妈一边说一边竖起了大拇指，
她说，自从有了“点单”服务，让像
她一样不方便的老人轻松了许

多，一个电话就能解决大问题，既
快又方便。

如今，群众按需“点单”、志
愿者上门服务，已经成为嘉峪关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新常态。
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
作开展以来，嘉峪关市一直秉持

“群众普遍需求有哪些，文明实
践的‘菜单’就制定哪些”的工作
理念,紧紧围绕所需、所盼，通过
群众“点单”、中心“派单”、志愿
者“接单”、群众“评单”相贯通的
工作模式，“探索‘一呼百应’的
信息平台，让群众足不出户就可
以得到相应的志愿服务，受到群
众的广泛好评。

群众在哪里，志愿服务就在
哪里。为更好地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嘉峪关市以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为基础单元，
以志愿服务为主要形式，统筹用
好人员队伍、资金资源、平台载
体、项目活动各种要素资源，深
入社区、村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精准对接群众所需所盼，
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打造文明
实践品牌。同时，还广泛开展文
明劝导、理论宣讲、疫情防控、种
植养殖实用科技传授等志愿服
务，切实打通了宣传群众、教育
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

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做
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近年来，四川省眉
山市东坡区充分发挥全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阵地作
用，聚焦思想前沿、需求前沿、时
尚前沿，突出红色精神传承，凝
聚志愿服务力量，激发奋斗情
怀、倡导文明新风，不断延伸党
史学习教育触角，进一步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逐步走深走实。

聚焦思想前沿，以榜样模
范引领传承红色精神

“用红色光影讲述红色故事，
让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社区居民
群众在观影中一起感悟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东坡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

紧扣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
线，依托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和全区48个城市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东坡区策划推出“观红
色历史影片 迎建党百年华诞”主
题观影和“迎建党100周年 100
部优秀影片展映”活动，集中开展

为期9个月的经典红色电影展播
进机关、进影院、进社区、进广场
活动，实现周周演、全覆盖。截至
目前，已放映90余场，1万余人次
观影。

此外，东坡区还深入开展道德
模范讲党史巡讲进企业、进村镇、
进机关主题活动，邀请廖仲宾、李
成、雷泽珍、彭志礼、廖明剑等省、
市、区道德模范、“东坡好儿女”先
进典型，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中国共
产党人坚守矢志初心、战胜逆境挫
折的奋斗故事。

聚焦需求前沿，开展多元
化志愿服务活动

“以困难党员、老党员、老战
士、英烈后代、因公殉职党员干部
家属等为重点，组织广大党员志
愿者通过上门送书、谈心交流、邀
请参加活动、解决生活困难等方
式，广泛开展走访慰问志愿服务
活动，用心用情为困难群众送温
暖、解难题。”东坡区相关负责人
在谈及多元化志愿服务活动时
说，主题更突出、形式更多样、效

果更明显。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群众需

求，依托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双报
到”、社区共建“街长制”文明城市
长效包保工作、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等，东坡区制定“红色·
教育”“红色·服务”“红色·关爱”

“红色·文艺”“红色·感恩”五大类
志愿服务活动100余项，围绕“红
色”主题，统筹眉山爱心之友志愿
者协会、李妈妈爱心协会、东坡区
泽华爱心志愿者协会等社会志愿
服务组织，常态化开展医疗卫生、
政策宣讲、家政服务、慰问关爱、文
化科普宣传、环境治理等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截至目前，全区已深入开展
“笔墨凝书香·新春送万福”“我为
群众办实事·美化家园”等两次大
型集中党员“双报到”志愿服务活
动，开展“红色宣讲进校企”、“红色
服务进村社”志愿服务活动50余
场，开展社区共建“街长制”包保活
动200余次，参与活动志愿者1万
余人次，解决城市基层治理疑难问
题100余个，惠及小区600余个，
惠及群众5万余人。

聚焦时尚前沿，增强党史
学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打破传统的报告厅讲座授课
模式，结合重要的时间节点，东
坡区将党史学习教育课堂“搬进”
书店商场、公园广场，沉浸式、互动
式学习体验极大地提升了群众参
与度，开展了一场场生动深刻的信
仰教育和初心熏陶。

结合“世界读书日”，组织“眉州
家庭诵经典铭党恩赞祖国”主题诗
会、“献礼建党100周年”主题诗诵
会、全区中小学生现场作文大赛分
别走进公园和东坡书院，以剧情表
演、歌唱、朗诵等形式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于深情高亢中抒发浓浓
爱党之情，吸引了大批游客、市民的
积极参与。此外，积极筹备策划于

“七一”前夕组织学生、快递员、环卫
工人、志愿者等行业代表开展“歌唱
祖国、歌唱党”万人大合唱红歌快闪
系列活动，通过《唱支山歌给党听》
《少年》等歌曲串烧、歌伴舞场景，
引导党员群众从视觉、听觉、感觉
上全方位地学习党史、歌唱祖国。

本报讯（芦蕊）近日，“我是
宝剑、我是火花”红色音乐舞蹈
史诗《高君宇》在山西省太原市
杏花岭区域党群服务中心的社
区干部学院进行首场预演并取
得了圆满成功。

据介绍，音乐舞蹈史诗《高
君宇》由杏花岭区域党群服务
中心牵头，杏花岭老年体协、杏
花艺术团、情之韵舞蹈队、真爱
舞蹈团、黑俊马舞蹈队以及晓
峰舞蹈工作室联合举办，80余
名退休人员自编自导自演，以
高君宇的生平事迹和革命活动
为主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的伟大
历程。音乐舞蹈史诗《高君宇》
共分为五个篇章：第一篇章“唤
醒民众”，以五四运动的爆发为
背景，讲述旧中国时期广大民
众期盼光明、拯救中国的故事；
第二篇章“红船引航”，讲述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历程；第三篇
章“枫叶传情”，讲述高君宇和
石评梅的革命爱情故事；第四
篇章“星火燎原”，讲述高君宇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为晋阳人民带来曙光的故事；
第五篇章“君宇不朽”，讲述高
君宇南下去广州以及代表中国
共产党在北京起草国共合作，
直至1925年病逝的故事。

通过沉浸式、接地气、有温
度的音乐舞蹈史诗“实地还原”，
演员们声情并茂地再现了高君宇
的革命事迹，把高君宇的故事生
动呈现出来，以催人泪下的精彩
表演感动了在场所有观众，使党
员干部群众既“想学”又“爱学”，既

“学到”又“学懂”。
下一步，杏花岭区域党群服

务中心将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用好红
色资源，传递党的声音，弘扬革命
传统，音乐舞蹈史诗《高君宇》将
面向全区进行巡回展演，引导更
多党员干部群众学党史、感党恩、
跟党走，切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心更走实。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
重点打造15处“学习强国”
学“四史”线下体验空间

本报讯（威文）近日，在山东省
威海市文登区级机关办公楼图书
阅览区的“学习强国”学“四史”线
下体验空间，一场党史学习教育

“小课堂”开讲了。机关干部们饱含
深情，轮流诵读，一起重温党的奋
斗历史、感悟革命精神，以红色精
神激发奋进动力。

这样的体验空间，威海市已重
点打造了15处。依托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站、所）、城市书房等现
有资源，因地制宜建设阅读体验
区、竞赛答题区、学习交流区和体
验打卡区等线下学史体验区，统一
空间形象、“学习强国”LOGO和宣
传标语等，共配备“四史”学习资料
2230余册，定期开展宣讲志愿服
务、阅读分享会和党史知识竞赛等
活动，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打造群
众身边的党史学习教育课堂，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威海广泛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星期六”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利用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广泛
开展“学习强国”学“四史”践学活
动，为基层群众提供免费理发、法律
普及、健康义诊和非遗培训等各类
便民利民服务，并邀请党史专家、老
党员和老干部等组成“四史”宣讲小
分队，定期开展宣讲志愿服务、党史
知识竞赛等活动。截至目前，威海全
市“学习强国”线下学“四史”践学活
动共服务群众5370人次，开展党史
主题宣讲1620场次，线上线下受众
达440万余人次。

安徽泗县
文明实践在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中提升百姓获得感

本报讯（陆运动 陈牧）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安徽省
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把“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和党史学习教育
充分结合起来，将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变成党史学习教育“加油
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持续走心走深走实。

建好宣讲队伍，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进基层。建立领导干部下基层
宣讲机制，采取流动党校的形式，
做到送教上门。

用好实践阵地，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入人心。依托烈士陵园等红色
实践阵地，打造党史文化主题园。
运用宣传标牌、林荫小道等述说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形式多样地展示中国共
产党在各个时期光辉历程和中国
人民的英勇奋斗精神。

线上线下结合，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全覆盖。线上通过学习强国、

“泗县发布”微信公众号、新时代文
明实践“智慧云”等平台，以文字、
图片、视频等形式，打造学习党史
新阵地；线下开展党史知识竞赛、
同声唱响红色记忆、党的故事我来
讲、晨学小课堂等系列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让党员干部和群众在耳
濡目染中近距离接受党性教育。

注重融合互促，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传得开。推动文明实践与党史学习
教育、基层党建、乡村振兴、文明创建
等重点工作融合，多形式开展服务工
作，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陕煤集团黄陵矿业双龙煤业：
提升职工道德水平
助推精神文明建设

本报讯（穆海宏）今年以来，陕
煤集团黄陵矿业双龙煤业始终坚
持挖掘和弘扬在生产和生活中涌
现出的典型事迹和人物，通过树立
典型、弘扬典型的做法，大力开展
公民道德建设活动，并以典型教育
职工、感染职工、引导职工，积极营
造正气满满、和谐自信的文明新风
尚，努力提高公民道德建设水平。
同时，在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
类普法活动，并邀请相关专业人士
走进矿区开展普法宣传，通过现场
教育、分析案例、现场讨论等方式，
为广大职工送上一场场生动深刻
的普法大课堂，形成人人守法、人
人懂法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坚定干
事创业的信念理想，全力助推精神
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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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桃林镇第二镇中心小学把社会实践课堂“搬到”田间，让小学生学农事、知农业谚语。当日，东海县桃林
镇第二镇中心小学组织学生近距离认识庄稼，观察小麦的生长情况，实地学习二十四节气的农事农耕常识，培养学生爱护粮食的意识，树立

“粒粒皆辛苦”的节约美德。图为东海县桃林镇农民给东海县桃林镇第二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讲解小麦的生长过程。 张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