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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 2016 年，在隆昌市古湖街道观湖
社区，居民们经常会看到一群戴着红袖章、
拿着记录本的志愿者。这支由社区干部、各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社区网格员、业主委员
会成员代表、社区志愿者等组成的30余人的
志愿服务队，活跃在居民需要帮助的地方。
胡宾武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他说：“我们志
愿者日常的工作很繁琐：安全隐患的排查，
居民纠纷的调解，噪声污染的治理，甚至是
哪家老人需要帮忙换一换灯泡……”深入实
施“黄位民志愿服务联盟”项目，古湖街道将
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志愿者聚集在一起，
推动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网络化、精准化、常
态化。

“黄位民志愿服务联盟”是以“四川好
人”“四川省百名优秀志愿者”黄位民的名字

命名的志愿服务活动载体。2016年，隆昌市
古湖街道在康复西路社区试点设立了“黄位
民志愿服务超市”，取得了不错的效果；2017
年，“黄位民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

隆昌市“黄位民志愿服务联盟”项目运
行坚持“互联网+”思维，充分发挥各类网络
平台的传播作用，开通微信公众号，形成

“1+13+2”的微信矩阵，同步上传志愿服务
项目、志愿者招募信息和计分情况。同时，
运用公示栏、黑板报、文化墙等宣传载体，
做到“线上线下，同步公开”，实时对“点亮
微心愿”个性服务以及扶贫济困、医疗陪
护、政策指导、就业帮扶等专业定制项目进
行跟进管理，对群众反映问题、咨询政策、
寻求帮助等诉求，做到“直查快办”，促进志
愿服务高效精准开展。

据统计，“黄位民志愿服务联盟”志愿
服务项目建有志愿服务V站25个，志愿服
务队231支，志愿者总数1万余人，在社区
建有志愿服务“爱心超市”2个，建立“两分
三定四换”的“234”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机
制；项目成立至今，累计参与志愿服务12万
人次，认领群众微心愿3672件（次），完成项
目内容461个，服务项目包括关爱未成年
人、关心孤寡老人、帮扶青年就业创业、调
解居民纠纷、解决辖区群众生活中的各类
困难和问题，极大地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
2020年，“黄位民志愿服务联盟”志愿服务
项目荣获“全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截至目前，隆昌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7万余场次，服务群众50万余人次，获评国
家、省、市级优秀志愿服务先进典型59个。

文明接地气 实践冒热气
——四川隆昌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串珠成链”展现创建实景全图

◎ 曾品杰 舒钰

四川省隆昌市创建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2023年度工作推进会于2月17日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建设，助推全市争创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隆昌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独具特色，通过持续深化志愿服务站点、品牌、队伍建设，实施党

的创新理论传播、主流价值践行、优质文化供给、服务惠民暖心、阵地提质增效、品牌效应提升6大行动，利用线上指挥

统筹、线下活动开展、融媒宣传造势，搭建线上+线下融合、中心+所（站）互动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矩阵，全面展现“文

明接地气，实践冒热气”的新时代文明城市创建实景全图。

回放 2022 年 12 月 31 日，隆昌市妇联携手隆桥
幼儿园共同举办了“红红火火过新年”元旦亲子手工
活动，40组家庭参加活动。活动伊始，家长和小朋友
们一起玩热身游戏，充分调动了欢乐的气氛。游戏环
节过后，孩子们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开始制作可
爱精致的兔子花灯，一盏盏花灯陆续诞生，孩子们脸
上洋溢着成功的喜悦，纷纷向手工老师和家长们展
示自己的作品。

近年来，隆昌市在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文明
城市创建的过程中，进一步坚持价值导向，突出以文
化人，弘扬时代新风，设立于2016年的“花儿微公
益”志愿者服务项目就是“六微一评”的一大亮点。

“花儿微公益”志愿者服务项目由隆昌市文明办
和市妇联牵头，市检察院等17个部门联合实施。项
目于2016年启动，主要围绕留守妇女、儿童开展“莲
姐讲家风”“莲姐亲子汇”“莲姐慧学堂”等特色志愿
服务活动，采取理论学习、技能指导、实践拓展、帮扶
济困、关爱他人、心理疏导等方式，在多姿多彩的活
动中宣传、教育、保护妇女儿童。项目通过道德讲堂、
文明实践微讲堂、妇女微家、儿童之家等平台开展法
律知识讲座500余场次，服务群众17万余人次，极

大地动员了一批社会组织加入妇女儿童工作，累计
筹集物资价值62万余元，关爱困境妇女儿童1200
余人次。项目获评“全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四川省
十佳志愿服务项目”“内江市十佳志愿服务项目”“隆
昌市十佳志愿服务项目”等称号，项目实施经验材料
《“小”公益撬动“大”力量》《巧用“互联网+”开展妇
联工作》被媒体广泛报道。

截至目前，隆昌市先后孵化打造了“小马工作
室”“童伴驿站——暑托班”等28个特色志愿服务项
目品牌，依托项目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时长累计403
万小时。

回放“参与森林防火存入2分，参加志愿服务存
入2分，担任文明劝导员存入2分……余额21分。”这
是笔者在隆昌市古宇村看到村民张林英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志愿者积分卡”上的积分记录。“村
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有一个‘文明实践积分超市’。”
村党委书记赖勇站在全村志愿者积分卡公示栏前，向
笔者详细介绍了古宇村文明实践积分银行的管理细
则，“文明实践积分细则有37项，包括环境卫生、邻里
守望、依法守法、积极参与村上事务等方面，村民参与
细则内任何一项内容后，经本人申请、村民小组上报、
村‘两委’核实公示后，即可获得相应积分，累计1年
积分后，可兑换食用油、洗衣液、酱油等生活用品。”

隆昌市广泛推行“四个一”文明实践积分制，以
“一约、一卡、一市、一榜”为主要内容，全面推行“政
府撬动、爱心捐赠、积分补贴、居民收益”的积分兑
换模式，确保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稳定可靠的长效
工作机制。

“一约”即明确积分管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修
订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据此制定积分细则，把

村民参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乡风文明、志愿服务
等活动转化为积分；“一卡”即建立积分档案，明确积
分对象主体为村（居）民，家庭各成员积分计入家庭
单位，建立积分台账，定期进行公示；“一市”即设立
爱心超市，当村民积分达到一定数量后，可在爱心超
市用积分兑换相应物资；“一榜”即倡导向上向善，对

“积分大户”或事迹特别突出的个人或家庭设置善行
义举榜公示先进事迹，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给予表彰
奖励或授予荣誉称号。

实施“四个一”文明实践积分制以来，隆昌市乡
村治理的宽度和广度显著提升，群众广泛参与积分
管理，自发参与乡村振兴、环境整治活动，不仅激发
了脱贫攻坚的“精气神”，而且提高了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的综合管理能力，孕育出文明新风。截至目前，
全市办理积分卡1.8万余张，服务群众7.5万余人，开
展积分兑换320余场次，兑换物资价值40余万元。

2021年，隆昌市“四个一”文明实践积分制案例
入选中央文明办《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方
法100例》，先进做法在全国宣传推广。

回放 在隆昌市龙市镇，始建于清乾隆
年间的龙市大桥，见证了井隆古道的沧桑
之变。时间来到 2019 年 3 月，大桥旁的河心
小洲上，龙市镇“乡村茶馆讲习所”挂牌成
立，给井隆古道嵌入一道新时代的文明风
景。2022 年 11 月 9 日下午，隆昌市“巾帼心
向党 礼赞二十大”主题宣讲活动走进这个
讲习所，12张四方桌放置其间，桌上盖碗茶
暗香浮动，30余名茶客谈笑风生，内江市国
鼎德育普法传薪队负责人程从刚从家庭教

育和孝道家风两个方面为大家进行深入讲
解，他以幽默风趣、接地气的语言向现场群
众讲解为什么要讲家教家风，家教家风讲
什么，如何讲家教家风。现场观众纷纷表
示：“在茶馆里开展宣讲，不仅方便了我们，
还让我们增长了见识”“家风家教宣传得真
好，说的话也听得懂”……宣讲活动在一片
赞扬声中结束。

为推动党的理论在基层走“活”更走
“实”，隆昌市结合实际，创建了“乡村茶馆

讲习所”基层理论宣讲品牌，将宣讲阵地搬
到基层常见且群众乐于前往的场所，以多
样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家喻户晓。

乡村茶馆讲习所将乡土文化中的“吃茶
讲理”古意新用，把基层理论宣讲品牌和理
论宣讲志愿服务相融合，以“面对面、心贴
心”“乡音话乡情”的全新理念，通过话家
常、聊历史、讲故事的方式融入理论宣讲，

“茶客”既可以是听讲者，也可以是分享者，
打破了“你讲我听”的传统宣讲模式，把政
策措施讲透彻、聊明白，引导广大群众听党
话、跟党走，真正让主题宣讲“活起来”，让
群众“听得懂、愿意听、记得牢、用得上”。

龙市镇三年多的探索实践受到群众好
评。2022年4月初，隆昌市委宣传部牵头，
印发《开展“乡村茶馆讲习所”理论宣讲示
范项目建设的工作方案》，各镇（街道）结合
实际，或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村文化室（文化院坝）、道
德讲堂、党员电教中心（远程教育站点）、党
员活动室、村（社区）党群活动中心、农民夜
校等基层阵地，或改造老旧茶馆，打造形式
多样的乡村茶馆讲习所。2022年10月，全
市26个乡村茶馆讲习所陆续在各镇（街道）
选址挂牌，开展常态化宣讲，群众可以在讲
习所内喝茶、听故事、听宣讲、看表演。围绕

“茶碗飘出文明风，说理伴飞新思想”志愿
服务项目，乡村茶馆讲习所让党的理论“飞
入寻常百姓家”。

回放 2017 年，隆昌市界市镇成立“田老
师工作室”，开展服务群众、德治建设、促进和
谐等工作。镇里包家山村有两家村民，多年前
因为琐事积怨，几年来见面就吵架，虽然村干
部多次调解，但是两家之间的纠纷并没有得
到解决。为了让两家人坐在一起，田老师反复
到两家做思想工作，他不顾自己身体的不便，
来来回回跑了十多次，终于使两家人的态度
开始缓和。田老师用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
方法，耐心地对两家人进行疏导，最终两家
人相互理解，重归于好。

如今，“田老师工作室”已经演变为“田
老师道德讲堂”。界市镇以“四川好人”、内

江市道德模范田云清的名字命名该阵地，
紧扣“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德治建设、促进
和谐”目标，由田云清担任党群连心员，吸
纳60余名“五老”人员，主要围绕宣传党的
政策理论、传承经典国学、关爱留守老人和
儿童、调解邻里纠纷、歌舞器乐培训等为主
要服务内容，开展“微讲堂”“微互助”“微项
目”等志愿服务活动，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截至目前，开展“田老
师道德讲堂”189期，受益群众和青少年1.8
万余人。“田老师道德讲堂”志愿服务项目
荣获2020年度内江市十佳志愿服务项目。

田云清本人肢体残疾，儿子患脑瘫，常

年需要人照顾。近年来，界市镇党委政府始
终关注田老师家庭，从医疗救助、政策落
实、经济资助等方面给予帮扶，扶持田老师
家庭走出了生活困境。为回馈党和政府的
帮助，田云清主动请缨担任工作室负责人，
并动员界市中心校退休老师蒋玉方、老党
员杨圣章等40余名“五老”人员发挥余热，
在关心关爱青少年成长、助力脱贫攻坚、推
动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中传播正能量，生
动诠释了志愿精神。

目前，隆昌依托全市305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阵地开展道德讲堂2600余场次，通过
道德力量引领文明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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