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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就文明底色 凝聚奋进力量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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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晨的第一缕曙光穿透老爷山
的薄雾，大通县迎来了又一个温馨的清
晨。5月25日，大通县融媒体中心稿件
《大通：百位的哥、的姐清理河道垃圾助
力河道“呼吸”》被新华社新闻信息中
心、新华社县级融媒体研究中心等采用
发布为全国县融中心优秀案例。

这也是自大通县融媒体中心建成
以来又一次通过实践得到检验。

大通县融媒体中心作为中宣部重
点联系推动的全国59家县级融媒体中
心之一，2019年挂牌以来，始终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不断推进基层宣传思想工作、

推动县级媒体转型升级战略工程。
7月27日，在大通县融媒体中心，

举行了一场以“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
代·非凡十年”为主题的融媒新闻行动
授旗仪式。大通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蔡秀珍表示，此次行动集聚刊、台、端、
微、新等多平台力量，全方位多层次反
映十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非凡成
就和宝贵经验，以实际行动凸显融媒
力量。

如今，大通县融媒中心进一步推进
“两个中心”深度融合，全面激发融媒体
的文明实践参与性，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积极组织理论宣讲志愿者、抗疫英

雄、优秀典型人物，通过线上方式宣传
党的理论政策、重要会议精神等，并组
织各类志愿者创作文艺作品、开展志愿
服务、挖掘先进典型，为融媒体中心提
供一线新闻线索与报道，并利用“两微
一端”、电视、广播等平台，加大宣传力
度，推动线上线下相互促进、相映成辉。

近年来，“文明大通”微信公众号发
布图文信息300余篇，阅读量30万余
次，粉丝6000余人；“文明大通”抖音号
发布短视频680条，点击量191万次，获
赞15.6万次，粉丝4800余人；“文明大
通”视频号发布短视频450条，点击量
180万次，获赞13.8万次。

满眼的田野金黄、硕果满枝，宛如一幅唐诗秋韵图……来到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映入眼帘的便是这

样一番令人称赞的景致。

文明如水，滋润万物。时序轮转中，大通县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发展的轴心，一路追寻打造幸福生活样

本的核心要义，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通过切身体验感受着一座城市的动人嬗变。

3 月 31 日，大通一中
即将升入高三的学生李明
收拾好书包，和同学一起
从自习室走出来，准备下
楼吃饭。李明和同学上自
习的地方，是城关镇佰胜
社区的“四点半课堂”，他
们能有这样一处安心学习
的好场所，得益于大通县
建设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综合服务体。如今，学校和
社区通过共建形成更加强
大的教育合力，促进和谐
社区又好又快发展。

“居家的孩子们都上
线了吗？”“线上听直播课程的孩子们，刚
才的问题听清楚了吗？”……

9月3日，大通县教育局组织全县中小
学利用企业微信、钉钉等平台，确保线上授
课、线上培训、教师考勤、学生考勤等，各校
教师借助智慧平台、希沃白板等，使线上教
学富有实效。同时，线上开展升旗仪式及主
题班会、体音美线上教学，形成校内校外、
线上线下全员育人的工作合力，共筑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坚强堡垒。

10月9日，大通县召开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推进会，坚持完善党委统一
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文明委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全社会积极
参与的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聚焦“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加大宣传力度，讲好
党史故事、青海故事、西宁故事、大通故
事”，引导学生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
慧、凝聚力量，争做时代新人，助推青少年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抓住
学校、家庭、社会三个关键环节，结合“双
减”政策要求，持续优化学校、家庭、社会

“三位一体”的工作网络育人机制，持续选
树大通县新时代好少年，扎实推进乡村少
年宫建设，全县目前已建成27所。

如今，大通县的每一个角落，都洋溢
着文明之美。

展望新时代、迈步新征程，大通县以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手，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引领文明新风尚，交出民生
福祉高分答卷，全力守护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没有收男方家的彩礼，既省
钱又省心！”大通县桦林乡阿家沟
村村民苏永德说起嫁女儿操办婚
宴的事儿，开心极了。苏永德“零
彩礼”嫁女儿的做法，得到了村民
们的广泛认可和争相效仿。

2019年大通县委办公室、县
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开展“推动
移风易俗、提升乡风文明”行动的
实施意见（试行）》后，全县大力推
广边麻沟村、大煤洞村等地的先
进做法，阿家沟村再也没有出现
过天价彩礼的“身影”。

随着大通县文明实践工作的
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志愿者走
进东峡、桦林等乡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在东峡镇衙门庄村举办

“移风易俗故事汇”第一期访谈直
播活动，向群众分享发生在身边
的移风易俗典型事例，倡导群众
反对高价彩礼、薄养厚葬、铺张浪

费、互相攀比等陋习。通过“文明
大通”视频号、抖音号以及“汉三
喜乐人生”快手号等，累计7.5万
人（次）观看直播；通过“文明大
通”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各类文明
倡议书，受到了群众的广泛好评。

大通县还组织全县乡村振兴
系统党员干部通过学思想、学精
神、学政策、学法规、学榜样“五
学”活动，深入开展文明单位、文
明村镇（社区）、文明校园、文明家
庭、“五星级文明户”、道德模范等
创评活动，评选出“五星级文明
户”59899户、县级以上文明单位
（标兵）54家、文明村镇61个、文
明校园25所、文明家庭24户，17
人获得县级以上道德模范及提
名奖。

见微知著，大通县在润物无
声中树立了文明新风尚，带动乡
村全面振兴。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正
值秋收季节，河湟大地上一片丰收
景象。秋收任务迫在眉睫，逊让乡将
新时代文明实践延伸到“田间地
头”，组建13支秋收突击队、代收服
务队，全力服务秋收工作，帮助群众
收割小麦、油菜等共计3500余亩。

今年以来，大通县聚焦群众
需求，倡导文明新风，积极培育特
色鲜明的志愿服务品牌，按照“乡
建样板、村做特色”的原则，在原
有示范点建设的基础上，打造文
明实践示范点、东峡镇仙米村“移
风易俗故事汇”直播间、桦林乡瓜
拉大庄村王洪连烈士志愿服务队
以及黄家寨镇黄西村“金凤归巢、

梦想起航”“青蛙有话说”等志愿
服务特色项目。

面对时代之需、使命所系、群
众所盼，大通县坚持因地制宜，把
传统文化作为群众需求的切入
点，结合传统节日录制“新春五重
奏，虎年开门红”民间曲艺展演之
《廉政模范带头人》《庄稼人过大
年》等视频，承办2022年西宁市
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开
展文艺节目专场演出、“公益集市
一小时”等志愿服务活动800余
场（次），“我们的节日·端午”线上
民俗活动被央视新闻联播采播。

如今在大通，新时代文明实
践已成为广大群众的幸福源泉。

7月6日，西宁市大通县委宣
传部“百姓话廊”宣讲团走进向化
藏族乡将军沟村的田间地头，宣
讲团成员们结合省第十四次党代
会精神和当地实际，送去百姓喜
闻乐见的宣讲，并为党员、群众发
放“口袋书”。

“都是宣传部从全县各行各
业中挑选出来的宣讲员，讲得非
常好。”78岁的村民李阿姨是宣
讲团的忠实听众。既有“接地气”
的宣讲省党代会精神，也有“冒热
气”的宣讲教育等相关政策，宣讲
员们用生动活泼的话语鼓舞人、
用实实在在的事例打动人，赢得
了村民们的阵阵掌声。

“听了宣讲后，我对村子未来
的发展信心更足了！”将军沟村
负责人说，“下一步，我们将把省
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
乡村振兴的具体举措和实际行
动，带领群众在新的赶考路上交
出优异答卷。”

大通县按照宣讲省第十四

次党代会精神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的总体部署，充分发挥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的作用，组织文化志愿服务队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
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移风易
俗、乡村振兴、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等理论宣传内容编写成唱
词，通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组织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
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学校等，
通过青海道情、西宁贤孝、河湟
皮影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开展宣讲。同时，组织医疗团
队、行业技术骨干等，走进农村
送文化、送政策、送知识、送服
务，让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在城乡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鼓舞广大
群众在新征程上凝心聚力，扬
帆远航。

通过百姓喜欢的形式和语
言，大通县把党的惠民政策真真
切切地送到了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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