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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全面推进“志愿之城”建设工作 

    邳州市：创新打造“文明秀”平台  展示志愿服务新风采 

南京市江宁区：四项举措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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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全面推进“志愿之城”建设工作 
 

海安市是全国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市）

之一。近年来，始终坚持“一盘棋”谋划、“一张网”布局、

“一体化”推进，持续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3 月 5

日，海安市召开了“志愿之城”建设暨新时代文明实践再出发

动员大会，对全面推进“志愿之城”建设工作进行了精心谋划、

周密部署。 

一是强化措施保障，推进志愿服务长效化、规范化。制定

《海安市“志愿之城”建设工作实施意见》，明确工作原则、

目标任务及建设指标。成立海安市“志愿之城”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建立“志愿之城”建设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将“志

愿之城”建设工作纳入全市综合工作考核，作为领导干部述职

述评重要内容，纳入各类文明创建评比活动。制定出台海安市

志愿服务管理服务办法等制度，保障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开

展。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群团组织的纽带桥梁作

用，确保志愿服务组织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成立海安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基金会，为志愿服务活动的长效开展和志愿服

务事业发展提供经费保障。 

二是健全服务网络，推进志愿服务全域化、多元化。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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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村、组四级服务网络基础上，依托城乡各类开放性社会资

源，在居民聚集区、公共服务设施、窗口单位打造一批文明实

践基地（点），构建覆盖城乡的志愿服务阵地网络，打造群众

身边“十分钟志愿服务圈”。依托党建、综治等网格资源，构

建“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文明实践网格，组织基层干部、

社会热心人士等志愿者联系到户，形成齐抓共管、协调推进的

整体合力。积极构建“党员干部为主导、群众为主体、各类道

德典型及专业技术人员为骨干、社会组织及非公企业为补充”

的多元志愿服务队伍体系，组织发动党员干部、机关事业单位

人员、村组干部带头参加志愿服务，动员“五老人员”、道德

典型、企业职工、专业技能人才加入志愿服务队伍，教育引导

学生争当小义工同家长一起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形成浓厚

的志愿服务氛围。 

三是坚持因需施助，推进志愿服务分众化、实效化。围绕

党政关注、社会关切、群众关心，精心策划实施主题性、普惠

性、特惠性志愿服务项目，实施百姓点单、中心派单、志愿接

单、圆梦销单、群众评单“五单”工作法，提升志愿服务精准

化、实效性。注重将志愿服务与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疫情防

控、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等深度融合、统筹推

进。紧盯“老、小、残、困、疾”群体和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解除精神困扰，并结合帮扶对象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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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从输血式帮助向造血式帮扶延伸拓展。充分调动和利用

全市各类专业人才资源，着力打造法律服务、科技科普、心理

疏导、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等特色专业志愿服务队伍，有效满

足不同群体、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需求。 

 

 

邳州市：创新打造“文明秀”平台 
展示志愿服务新风采 

 

2021年以来，邳州市在依托“文明实践云平台”实现志愿

服务“线上+线下”综合管理的基础上，创新打造“文明秀”版

块，记录和展现文明实践精彩瞬间，做到志愿服务有情景、有

故事、有创意，激发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新活力”。 

一是打造志愿服务新“秀场”。采用社交媒体朋友圈模式，

在“文明实践云平台”开设“文明秀”版块，辐射全市志愿者

和“邳州银杏甲天下”客户端全体用户。鼓励志愿者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展示文明实践活动风采并关联志愿服务活动，做到实

时分享共享，通过互相点赞、评论进一步激发志愿者的自豪感，

秀出志愿者的积极性，营造浓厚志愿服务氛围。2021年，“文

明实践云平台”新增注册志愿者 6 万余人，累计志愿服务时长

119万余小时，日均发布“文明秀”500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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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展示志愿服务新风采。在“文明秀”板块开设多个

话题分享区，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展现志愿者开展志愿

服务的美好瞬间。在“E 起学党史”系列活动中，志愿者通

过“文明秀”分享党史宣讲志愿服务点滴瞬间，营造出人人

参与党史学习的浓厚氛围；在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中，志

愿者在“文明秀”记录下防疫一线场景，为团结抗疫增添信

心；在“周末妈妈”留守儿童关爱活动中，志愿者每周通过

“文明秀”发布关爱活动发展情况，吸引更多爱心人士加入

到活动中来。在开展话题分享的同时，依托“邳州银杏甲天

下”客户端，每周公布“文明秀”点赞排行榜、开设优秀作

品展，目前已展示 3200余条“文明秀”作品，有效吸引更多

志愿者参与文明实践活动。 

三是给予志愿服务新礼遇。实行“文明秀”发布奖励机制，

组织“志愿者联盟商家”礼遇志愿者，同时通过线上投票、评

委打分等形式，每月组织“十佳文明秀之星”评选，每年开展

“千名优秀志愿者”评选，并邀请志愿者代表参加全市重大活

动。创新推出“文明贷”志愿者专属金融产品，给予“文明秀”

志愿者最高 50万元无抵押贷款额度及利率优惠，持续推动德者

有得、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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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江宁区：四项举措推动“学雷锋” 

志愿服务常态化 

 

近年来，南京市江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积极探

索平战结合志愿服务机制，围绕“运转机制、群众需求、志愿

力量、活动载体”四个方面，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常态化，加

快应急志愿队伍培育，让“江宁志愿红”处处可见、人人可为、

时时有用。 

一是完善运转机制，扩大“学雷锋”影响力。印发《2022

年江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计划》《江宁区文明实

践志愿者礼遇办法》等文件，组建平战结合志愿服务专家团队，

开展系列培训，按照“群众吹哨、所站分析、总队调度”的制

度，指导实践所（站）常态收集群众需求并进行分析，区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总队联合各支队，召开项目策划会议，制定志愿

服务清单。在区中心的指导下，全区 10家实践所、201家文明

实践站的 200 余支志愿服务队，到居民小区、自然村组等群众

集聚区域，开展“千人帮万家”志愿服务活动，为群众提供微

宣讲、义诊、义剪、修理小家电等志愿服务活动。依托“两中

心一平台”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宣传，与融媒体中心合作设计、

刊播系列江宁学雷锋海报，依托“网、屏、微、端”等载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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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托学习强国江宁融媒号，发布文明实践所（站）“学雷

锋”活动、视频，润物细无声中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参与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 

二是聚焦群众需求，激发“学雷锋”生命力。广泛征集百

姓“急难愁盼”的堵点问题，通过志愿者微信群、QQ群、“文

明江宁”微信小程序等收集群众意见，经过梳理分析，制定并

发布全年计划服务清单。聚焦老年群体的餐饮配送问题，推出

“小江家护”项目，根据老年人对食品和价格的需要，推出老

年套餐，让群众吃得放心、安心、舒心。聚焦社会治理的资源

配置问题，找准“志愿小切口”，助力“服务大民生”，整合

居民小区现有的 63个基层治理“点位”工作站资源，赋予文明

实践内涵，在平时调解群众矛盾、收集群众需求的同时，定期

组织开展阅读、宣讲等志愿服务，在“家门口”引导群众践行

志愿精神。 

三是汇聚志愿力量，强化“学雷锋”带动力。注重发挥不

同群体的带动作用，引导各行各业都贡献志愿“微光”。组织

广大党员志愿者走进居民家中，为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开展关

爱服务。组织广大医务工作者立足院区、走进社区、走进疫苗

点，开展各项健康促进服务活动，为群众的身体心理保驾护航。

积极培育各类志愿服务类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参与志愿服

务事业的活力，不断增强“学雷锋”的带动力和集聚力。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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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街道 100多家社会组织发挥专业优势，持续为独居老人、

困境儿童、残障人士及社区居民开展 1000多场志愿服务，活动

得到 1万多名志愿者的积极响应。 

四是丰富活动载体，增强“学雷锋”感染力。依托“江宁

发布”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发布“今天，谁是雷锋？”短视

频，开展“雷锋，你好”传承接力活动，在线征集市民想对雷

锋说的话，吸引万余名市民参与。依托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围绕应急救援、义诊义卖、帮扶慰问、便民维修、垃圾分类、

政策宣传、文明习惯等方面，开展丰富多彩的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依托“夕阳红”志愿服务团队，组建 20 余支由 60 岁左

右老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走入高龄独居老人家中，开展“互

帮互助·传递雷锋精神”志愿服务活动，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

用行动传递真情，弘扬雷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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