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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交流】

新沂市：深化文明实践 培育文明乡风

盱眙县：健全完善机制制度 推动文明实践走深走实

扬中市：以制度创新赋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溧阳市：积极凝聚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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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沂市：深化文明实践 培育文明乡风

新沂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聚焦理论宣讲接地气、实践阵

地有人气、生产生活有热气，开展系列贴民心、有实效的文明

实践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

一、着力深化理论宣讲。把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

首要任务。推动各级“一把手”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每年带头主讲理论宣传活动，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面对

面交流。邀请百姓名嘴走进“听见新沂听见你”“文明实践直

播间”等媒体专栏，紧贴理论动态和社会热点，开展“学思

想 话文明”等主题线上活动 112 场次，切实增强干群对新思

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组建“银发初心宣讲

团”，开展“45 年党员寻初心行动”等活动 178 场次。制作推

出《革命者永远是年轻》等短视频，并组织优秀主讲人赴全

市镇（街道）村（社区）开展巡回宣讲 350 余场次，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二、广泛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全市实践阵地开放“夜间”

服务时段，常态化开展“夜模式”活动，切实提高阵地使用

率、群众满意度。广泛开展文明实践“春风行动”“点亮星夜”

等活动，持续深化“文明新沂 心仪文明”主题，将每月 5 日

定为“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活动日”，打造“村口大舞台”“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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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柳琴戏”“文化大擂台”“公益地摊”“安全暑期不沉溺”“食

在新沂 品味童年”等品牌项目。开展“逢八惠民”活动，组

建维修、理发便民志愿服务队，每月定期深入实践所、站开

展各类惠民活动。组织“周五影院”，全市 76 家有放映条件

的实践所、站，每周五晚播放一部红色主题电影、一部群众

点映电影。精心打造“心怡照相馆”品牌，每月由一个文明

实践站为文明家庭、60 岁以上老人拍摄生活照。自春节以来，

全市中心（所、站）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累计开展实践活动

1300 场次，实现服务群众不缺位，多彩活动不断档，切实提

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三、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印制发放“文明新沂”宣传折页 5

万余份，在文明实践活动中广泛倡导市民文明交通、文明旅游、

文明出行。大力倡导安全、文明、绿色祭祖，开展“清明祭英

烈 共铸中华魂”、清明诗文朗诵会等系列活动品牌 200 余场。

每年组织创作移风易俗主题文艺作品，形成快板书《窑湾盛开

文明花》、小戏小品《都是请帖惹的祸》《退彩礼》等移风易俗

品牌作品库，举办新风文艺汇演 130 余场次。举办“情定新沂 钟

爱一生”职工集体婚礼，每年组织“会聚良缘·情定元旦”单

身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弘扬婚事新办、婚事简办的文明婚尚理

念。今年以来，先后组织群众签名承诺、优秀案例展示、文明

家风分享会、第三届“‘晒一晒、评一评、议一议’村规民约”

等各类移风易俗文明实践活动 420 余场，让文明润泽乡土，新

风涵养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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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县：健全完善机制制度
推动文明实践走深走实

盱眙县持续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通过加强工作

机制制度建设，不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走心。

一、加强制度设计。完善“部门联动、文明共建、群众

参与”工作机制，不断提升群众参与度，打造基层思想政治

工作的主平台。定期召开文明实践联席会议，推动成员单位

与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资源共享，提升阵地使用效益。

加强顶层设计，成立“五大平台”服务专家库，组织 40 家市

级以上文明单位与镇村文明实践所（站）结对共建，精准设

计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文艺、农业农技等优质服务项目，提

供贴心暖心服务。以群众广泛参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

实施志愿服务“网络”模式，探索文明实践共享模式、夜间

模式、假期模式等，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增强基层所站的

活跃度和吸引力。

二、注重延伸拓展。着力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从“阵地全面覆盖”向“全民文明实践”迈进。以文明实践

“四级阵地”为基础，形成全县“一张网”，实施“阵地+项

目+服务+引领”工程、“一键呼叫”为老服务系统、“乡风文

明监督哨”系统，实现线上调度、线下服务，架起党群干群

“连心桥”。注重激活社会资源，将县内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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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个文娱健身、读书观影、便民服务等阵地打造成文明实践

点并对外开放，让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县供电公司在

雨山茶场打造“电暖流”文明实践基地，开展的重阳节文明

实践活动被央视作特别报道。

三、丰富活动载体。通过百姓大舞台、乡村大喇叭、小

院讲堂、红色文艺轻骑兵等平台，打造实施“农船党课”“泥

土课堂”“堂屋之声”等品牌志愿服务项目，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全县建设 27 个新时代婚庆礼堂、13

个孝老食堂，弘扬简约适度、孝老爱亲的文明新风。通过广

泛开展“文明实践 我行动”“抵制陈规陋习 弘扬文明风尚”

等主题活动，营造“志愿服务人人可为，文明实践人人践行”

的社会氛围，有力助推乡村文明治理。建立常态化征集群众

实际需求机制，丰富完善志愿服务项目清单，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精准度、群众满意度得到不断提升。

扬中市：以制度创新赋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扬中市深入贯彻落实改进创新精神文明创建部署要求，坚

持党建引领总路径，以制度创新赋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一、健全组织推动机制。坚持党组织推动，市委市政府专

题研究精神文明建设年度重点工作，研判创建形势、谋划主攻

方向、强化要素保障。坚持党员带动，持续优化机关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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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作表率”“文明交通，你我同行”等工作机制，引领全市

各级党员到社区基层开展服务。坚持党群联动，引导业委会、

物管会，以及网格长、楼道长、党小组长等群体，用好党群“恳

谈”会、“三长”议事会、“凉亭”协商会等平台载体，宣传创

建政策、汇集民情民意、开展惠民活动。

二、健全精细管理机制。全面实施“共建城市美好、乐享

生活幸福”行动，常态化推进“全警管交通”等特色举措，聚

焦小区、街巷、点位等关键领域，巩固文明创建好经验、好做

法，真正把精细化城市治理要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深化老

旧零散小区“文明安居 2.0 工程”，打造功能型“楼道会客厅”，

让幸福感在居民家门口升级。做好各类创建实事，序时推进公

园广场、农贸市场、公共厕所改造提升工程，统筹城市空间打

造一批便民驿站，为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等户外

劳动者提供临时休息场所。

三、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全面推进做“新时代文明扬中人”

行动，突出党员干部、在校学生、各行业先进典型等三类群体，

常态化开展个人素养、家庭文明、行业服务、诚信建设、网络

文明等五项行动，引导市民群众言谈有礼、举止讲礼、出行守

礼、爱心传礼，推动文明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依托各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以“宣传

引导+便民服务”相结合形式，每周开展集中行动唱响文明实践

“四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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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积极凝聚关爱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强大合力

近年来，溧阳市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聚

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创新活动载体，拓展活动阵地，凝聚起全社会育人、全方位育

人的强大合力。

一、坚持立根铸魂，打牢思想根基。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组织全市中小学校开展“童心向党”

“强国复兴有我”等教育活动，统筹利用全市各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等资源，在溧阳市“1 号公路”打造

60个“红领巾”驿站，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坚持把学校作为德育主阵地，全面落实中小学德育

课程计划，统筹推进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组织全市思政课

教师开展道德与法治培训、优质课评比，评选出优秀思政教学

案例 150 余篇。注重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孩子健康成长，广泛开

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形成了全市未成年人积极争当

时代新人的生动局面。

二、丰富育人载体，做实教育引导。着眼进一步增强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防护意识和心理调节能力，持续推进心理健康教

育阵地建设，实现全市中小学校心理健康咨询室全覆盖，专兼

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达 213 名，配备率 100%。打造推出教育专



— 8—

题栏目《1205 时光》，聚焦教育“痛点”“难点”“重点”，纾解

未成年人成长困惑，点击量超 120 万次。开发“萌竹 护未成长”

未成年人保护平台，组织全市未成年人开展线上安全教育、禁

毒教育、法治教育。定期邀请教育名家、德育专家开设直播课，

组织广大家长参与线上学习，不定期推出名校长、德育名师直

播论坛，多渠道、多维度宣传教育理念。

三、整合各类资源，开展关爱活动。积极推进家校共育工

作，成立溧阳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发展社会力量，打造

“知子花开”等 12 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6 个家庭教育名师

工作室，组建 25 个家庭教育讲师团，深入社区开展守护起点系

列公益家教指导，升级“亲子共成长”家庭教育支持行动。持

续深化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建设，建设“小树之家”未成年人保

护中心，依托 12 家“心愿树爱心工作站”为困境儿童、留守儿

童点亮微心愿 4200 余个。持续开展“青少年网络安全课”“绿

书签公益网络宣传”教育活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起“绿色

防护网”。

报：中宣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发：各设区市委宣传部（文明办），省各有关部门单位

（苏简字 1004号 共印 8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