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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交流】

宜兴市：打造道德典型宣讲团 助推新思想进万家

建湖县：汇聚榜样力量 深耕道德沃土

睢宁县：创新开展移风易俗专场巡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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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打造道德典型宣讲团
助推新思想进万家

今年以来，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助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宜兴市文明

办组建道德典型宣讲团，深入基层开展宣传宣讲活动，有效推

动新思想直达一线、直抵民心。

提质赋能，组建特色宣讲“轻骑兵”。以先进性、代表性、

时代性和典型性为视角，在全市 600 多名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最美人物、优秀志愿者等各类道德典型中，遴选出首批 10 名道

德素养好、表达能力强的代表，组建成道德典型宣讲团。着眼

精准赋能、提升团队素养，邀请专业师资对宣讲团队成员进行

专业化、系统化培训，带领团队走进文化场馆参观学习，增强

宣讲技巧和表达能力。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推动宣讲团

中经验丰富的“百姓名嘴”获奖者与年轻团员“青蓝结对”“师

徒共建”，促进整个宣讲团队的技能和水平提升。

增效强基，构建特色宣讲“主阵地”。在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成立道德典型宣讲团工作室，为宣讲团提供创排阵地和

相关资源支持。同时在中心设置专门区域，展示道德典型宣讲

活动的事迹、图片、视频等材料，增强成员宣讲自豪感。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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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和实践点，打造基层示范宣讲

点，整合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资源，共同组织道德典型

宣讲活动，宣讲团每位成员确定各自主题，根据基层需要开展

宣讲。推动道德典型宣讲团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合作，

共同策划开展文明实践活动，让道德典型的生动故事和宝贵精

神通过文明实践广泛传播。

绵绵用力，营建优秀作品“资源库”。组织道德典型宣讲

团本着真实性、典型性、教育性、故事性原则，分类确立创作

主题，在全社会广泛征集各类道德典型文学文艺作品，挖掘和

宣讲宜兴市道德典型的故事，建立道德典型文艺作品库。通过

与编剧、导演、演员等专业人员合作，对道德典型文艺作品进

行二次创作，创排一批属于宣讲团队的独特作品，将道德故事

以艺术的形式搬上舞台，作为固定节目融入文化下乡活动中。

推进道德典型文艺节目走进镇、村、社区，走入单位、学校、

企业，今年以来已累计开展宣讲活动 50 余场次，有力营造见贤

思齐、争当先进的生动局面。

建湖县：汇聚榜样力量 深耕道德沃土

近年来，建湖县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广泛开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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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好人选树宣传工作，从机制建设破题，从精准落地发力，加

大宣传力度，弘扬好人精神，不断激发向上向善的正能量。截

至目前，全县 15 人当选“中国好人”、37 人当选“江苏好人”、

81 人当选“盐城好人”。

深入挖掘，持续汇聚“好人资源”。制定印发《建湖县

“身边好人”推荐评选实施意见》等文件，对宣传线索月报、

资源库建立、线上线下会商评估等方面作出明确要求。在全

县范围内持续深化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充

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挖掘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

着、学得到的先进人物。成立涵盖公安、交通、教育、融媒

体中心、银行等重点部门行业以及 14 个乡镇（街道）的联络

员单位，组建信息员队伍，设立专用邮箱，自下而上、逐级

申报、组织推荐，每季度选树发布 1 期“建湖好人”，并择

优向上推介。县级层面对时代特色鲜明、工作业绩突出、群

众广泛认可的优秀集体和个人优先培养、重点选树；镇、村

两级重点抓好助人为乐、孝老爱亲、见义勇为类典型的培树，

通过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好人资源库”，助力“身边好人”

层出不穷。

广泛宣传，不断放大“好人效应”。积极构建“报台网

微端号”媒体矩阵，在报纸、电视、微信公众号、APP、短

视频等平台开设“身边的榜样”专题专栏，截至目前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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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播身边好人事迹 800 余条次，发布相关作品 112 个。持续

开展“展播讲演说”系列活动，组织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专题展览 120 余场，先进模范面对面事迹宣讲 80 余场，发布

先进模范系列公益广告 1 万余条次，“好人榜”2 万余份，多

形式、多层次、多维度展现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感人

事迹。统筹推动“中心所站点”同向发力，大力发挥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以及淮剧小镇、杂技体验中心

等 4 个文明实践基地作用，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五进”活动，

举行道德讲堂、家风家训讲座等主题活动 6750 余场，开展好

人故事分享活动 240 余场，在全社会有力营造崇德向善、争

当好人的浓厚氛围。

礼遇关爱，大力弘扬“好人文化”。县委、县政府出台《建

湖县关爱道德典型实施办法》，在参政议政、评选晋升、住房

保障、养老医疗、交通出行、参观游览等 15 个方面提供相应礼

遇。设立“好人奖励资金”，凡是新当选的县级以上道德典型，

按照全国、省、市、县级四类，分别给予相应奖励。发挥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云平台作用，开设“我为好人做好事”志愿服

务项目，组织志愿者根据道德典型需求，精准提供志愿服务 130

余次。发动 24 个市级及以上文明单位和 75 名社会爱心人士“多

对一”结对帮扶 12 名生活、生产遇到困难的道德典型，累计赠

送帮扶物资 27.3 万元。制度化邀请道德典型参加全县重大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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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仪式、文艺演出等活动，为道德典型提供量身定制的免费

体检套餐和报纸订阅，着力提升道德典型荣誉感、归属感，树

立鲜明价值导向。

睢宁县：创新开展移风易俗专场巡演活动

今年 6 月以来，睢宁县把移风易俗作为加强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专场巡演活动，引导广

大群众自觉抵制高价彩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

陈规陋习，倡导科学文明的生活理念，弘扬勤劳节俭的优良传

统。相关工作经验做法在《人民日报》刊发。

创新方式方法，力求巡演活动“有特点”。坚持把服务群

众作为推动移风易俗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注重将教育引导与文

艺汇演有机集合，打造融文艺演出、科学科普、志愿服务等为

一体的文化盛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紧贴农村群众生产生活特点，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晚间文明实践活动，力求同

一个舞台能够提供多样服务，每场巡演“搭配”免费健康义诊、

法律咨询、反诈宣传、科普宣传等活动，不断丰富活跃群众晚

间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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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节目策划，确保巡演活动“有看点”。突出移风易俗

巡演的本地特色，组织演员用本地方言进行节目演出，通过苏

北大鼓、柳琴戏等具有本土特色的表演方式进行节目呈现，力

求活动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结合宣传《睢宁县文明新风

尚十条》打造特色节目，创作《移风易俗树新风》《退彩礼》

《连心肉》《文明风尚润睢宁》等文艺作品，巧妙融入移风易

俗新理念，确保起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广泛宣传引导，助力巡演活动“有亮点”。在组织移风易

俗专场巡演的同时，同步开展移风易俗知识宣传文明实践活动，

通过政策宣讲、主题观影、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大力弘扬“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制作推出“成风

‘话’俗”系列节目，在巡演活动中进行播放，帮助人们了解

“拱门”“彩礼”“婚闹”等不良风气的危害和影响。组织各

镇、村文明劝导志愿服务队成员，在演出的间隙向群众发布“拒

绝高额彩礼 减轻人情负担”“文明祭扫”等倡议书，邀请民俗

专家、“百姓名嘴”等成立移风易俗特色宣讲团开展主题宣讲，

努力营造摒弃陈规陋习、倡导文明新风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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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央文明办

省文明委主任、副主任、委员

发：各设区市、县（市、区）文明委、文明办，省文明委成员单位

（苏简字 1004号 共印 40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