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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亮星夜”系列一】

镇江市：文明实践服务圈点亮“缤纷夏夜”

盐城市：积极打造晚间文明实践新场景

连云港市赣榆区：“五星”服务点亮缤纷仲夏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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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文明实践服务圈点亮“缤纷夏夜”

镇江市着眼常态化、便民化、实效化，结合夏日季节特点，

依托“家门口”的文明实践服务圈，广泛深入开展各类文明实践

活动，更好满足群众个性化、差异化需求，有效提高文明实践

覆盖率、满意度。

一、依托“家门口”的阵地，推动理论宣讲入脑入心。聚

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持续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注重用好长廊、广场、

庭院等群众“家门口”的阵地，句容市下蜀镇打造“田间课堂”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组织农技专家利用傍晚农户闲暇时间讲乡村

振兴、说惠农政策；丹徒区江心园区利用“江苏好人”林庆龙空

置住房，打造“红色小屋”，开设“理论大讲堂”，变“理论宣讲”

为“乡音俚语”。鼓励各级领导干部、专家学者、道德典型、“百

姓名嘴”深入社区、深入群众，扬中市新坝镇、镇江高新区蒋乔

街道七里社区等地纷纷利用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等阵地，在晚间

开设读书沙龙、理论学堂，组织市民、学生群体学党史、学理

论，让群众在春风化雨中感受理论的温度、思想的魅力。

二、开展“家门口”的活动，推动文明实践创新创优。广

泛开展夜间非遗体验、文化雅集、戏曲歌舞等小微活动，打造

“家门口的大剧院”和“闹市区的小剧场”，丹阳市举办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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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丹阳•乐享文旅”活动，开展基层文艺巡回演出，吸引近万人

参与其中；扬中市举办“夏日雅集•诗海寻芳”夏日诗会，青少

年诵读古诗经典、分享阅读感悟；句容市崇明街道在“家门口”

商业街区举办“口袋舞台”，拓展“百姓大舞台”举办方式，实

现演员、观众零距离。针对暑期家庭“看护难”问题，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设爱心暑托班，因地制宜打造“家门口

的学堂”。结合“七一”等重要时间节点，广泛深入开展初心分

享会、党史故事汇等主题活动，润州区联合五级共建单位共上

艺术党课《追光》，京口经济开发区蔡家社区开展“初心向党 献

礼七一”文艺汇演，坚定了市民群众永远跟党走的信心决心。

三、办好“家门口”的实事，推动志愿服务高质高效。完

善“镇村吹哨、中心调度、行业报到”工作机制，推动市、县

两级职能部门下沉所、站一线，利用群众休闲纳凉时段送服务、

送政策、送关爱，句容市疾控中心、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单位在

葛仙湖公园举办义诊活动，免费为群众测血型、测血糖、量血

压、查慢病；镇江经开区、丹徒区宜城街道纷纷在晚间举办“便

民市集”，组织青年、巾帼、司法、税务、消防等重点领域志愿

者队伍开展普法宣传、垃圾分类、文化传承等文明实践活动，

把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推动沿街商铺设立文明实践点，润州

区金山街道西津古渡社区利用节假日晚间在景区“红色驿站”

开展延时服务，为游客、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等提供开水、歇脚

休憩等力所能及的帮助，不断延伸文明实践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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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积极打造晚间文明实践新场景

入夏以来，盐城市围绕群众感兴趣、愿意来、得实惠，发

布全市“点亮星夜”新时代文明实践重点活动，积极打造“夜

文化”“夜经济”“夜课堂”“夜服务”“夜健康”五大主题文明

实践新场景，点亮精彩夏夜、托起群众幸福。

一、多彩夜文化，丰富群众新生活。依托全市各级新时代

文明实践阵地和“文化大篷车”“红色小剧场”“百姓星光大舞

台”等活动载体，把村晚、非遗体验、民俗展演、精品淮剧等

送到群众“家门口”。持续深化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把红色文化传承弘扬作为文明实践晚间重点活动，融合地方非

遗元素，推出淮剧《宋公堤》、音乐剧《华中鲁艺记》、曲艺剧

《盐阜往事》、杂技剧《芦苇青青》等文艺精品并开展惠民巡演。

创新开展“草房子”文学仲夏派对、“盐博”奇妙夜、珠溪古镇

无人机表演、“串场之眼”夏季嘉年华等一大批特色活动。

二、打造夜课堂，解锁学习新场景。坚持分众化、互动化，

打造“新思想 我来讲”“盐语青声”“青讲青听”等理论宣讲品

牌。组织全市百姓名嘴、道德典型、乡贤能人等利用夏夜纳凉

和戏曲演出间隙，开展植入式“理论微宣讲”。广泛开展市民夜

校，提供音乐书画、收纳插花、非遗技艺、视频剪辑、健康养

生、直播带货、家政技能等上百种培训课程。整合优质网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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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联动高校资源开展文明实践“云课堂”远程教学。

三、点燃夜经济，激活消费新动能。创新探索“文明+经济”，

盐都区“渎上•老西门”新时代文明实践街区打造“登瀛老茶馆”

品牌，每周开展惠民演出，相声、淮剧、话剧、小品等，受到

群众广泛好评。射阳县黄沙港新时代文明实践街区打造拥有 2

万余册特色绘本的“海洋童书馆”，成为青少年夏日晚间消暑纳

凉的好去处。竹林大饭店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推出人民大舞台、

怀旧小吃街、“礼”遇盐城文创店等一批高质量的文旅产品，丰

富市民游客吃美食、品文化、听故事、留记忆、触情怀的一站

式体验，日均吸引近 5 万人参观游览。

四、延伸夜服务，满足群众新期待。结合民生服务大走访、

“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收集群众晚间需求，立足群众所想所

需，提供各类夏日晚间服务。联动多家市直部门，开办家门口的

“文明夜集市”，把服务一站式送到群众身边。组织开展爱心暑

托班”“老年人亲情连线室”等，丰富“一老一小”晚间需求。

盐渎书房、自助图书馆等探索 24小时持续开放，为群众提供夏

日纳凉、晚间学习场所。针对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

体，各商圈推出清凉解暑、歇脚饮水、自助充电等志愿服务项目。

五、共享夜健康，打卡活力新盐城。全市各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阵地健身房、胶囊公园、体育广场等探索延时开放，广

泛开展村 BA、中医养生、夜间骑行、红十字应急救护、晚间义

诊等活动，倡导文明健康新风尚。组织发动各新时代文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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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围绕“美丽盐城建设”“垃圾分类宣传”“零碳社区打造”

等，开展多样实践活动，引导市民群众共建共享健康新生活。

连云港市赣榆区：“五星”服务点亮缤纷仲夏夜

赣榆区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点）、乡村大舞台、乡镇影院、小镇书房等阵地资源，围绕

“点亮星夜”主题，创新打造文艺“星”赏、书香“星”阅、

娱乐“星”享、夜课“星”上、光影“星”播等晚间文明实践

主题活动，让群众在缤纷仲夏夜找到文娱纳凉好去处，点亮多

彩“夜”生活。

一、打造文艺“星”赏品牌。立足群众晚间精神文化需求，

坚持以送戏下乡和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文化

能人、乡土文化人才、非遗传承人等创作编排接地气、聚人气

的特色文艺节目，广泛搭建晚间“悦心大舞台”，将文艺演出、

纳凉晚会、文化集市等搬到景区景点、文体广场、商业街区、

乡村大舞台等晚间群众密集区域，把多彩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

边。创新文化惠民与文明新风双向奔赴的晚间活动模式，将移

风易俗主题宣传、好人模范宣讲、家风故事分享等与文艺节目

深度融合，形成了“星海音乐季”“柘里新风·四季村晚”“文

艺‘星’舞台”等特色活动品牌，实现文化惠民点亮星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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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风浸润人心。

二、打造书香“星”阅品牌。充分利用各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点）、小镇书房、农家书屋等阵地资源，不断创

新活动载体，创设阅读空间，在晚间时段，创新开展“图书市

集”“阅读空间打卡”“阅读阵地套色集章”等趣味活动项目，

组织文明实践志愿者运用“宣讲+分享+体验”新颖活泼的方式，

常态化开展亲子阅读、主题演讲、绘本研学、读书分享等丰富

多彩的晚间阅读活动，拓展“七点钟悦读”“我想和你讲”“星

光伴书香”等阅读夜空间，在群众茶余饭后，陪伴家长和孩子

们玩转阅读新花样，共沐夏夜别样书香。

三、打造娱乐“星”享品牌。针对群众晚间文娱需求，充

分整合徐福非遗馆、海洋科技馆、乡贤馆等特色文化场馆阵地

资源，在晚间免费向群众开放，立足场馆功能特色，融科普、

展示、交流、娱乐等功能项目于一体，组织志愿者开展知识讲

解、宣传展示、互动体验、交流研讨等特色文娱活动，不断提

升场馆利用率，丰富群众夜生活。在晚间时段，全面开放各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功能室，推出棋牌娱乐、VR

体验、体育健身等文娱活动项目，创新打造“棋牌大比拼”“星

光篮球秀”“舞动夜精彩”等文娱嘉年华，现场提供辅导教学、

一对一带娃等等全方位、零距离的暖心服务，为群众带来更舒

心、更贴心的文娱体验。

四、打造夜课“星”上品牌。通过线上问卷与线下走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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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方式，广泛征集群众晚间知识需求，在各新时代文明实

践阵地创新设立“文明夜课堂”知心充电吧，开设健身、书法、

美术、科普、养生等实用知识夜课堂，举办开班典礼，细化课

程安排。组织党员干部、专家学者、文化能人等在晚间时段免

费提供各类知识讲座、辅导等活动，推出“小夜聊养生”“写意

星光”“科普梦夏夜”等特色知识小讲堂，将群众需要的各类实

用知识搬进夜课堂，真正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夜充电、夜实践、

夜体验，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五、打造光影“星”播品牌。统筹利用城乡电影放映资源，

在体育场、休闲公园、文化街区、社区小区、乡村广场等晚间

人群集聚区域设立“榆见文明光影小剧场”电影放映点，每周

征集并发布群众想看的热门电影，在晚间时段免费向群众播放，

现场为群众提供酸梅汤、绿豆汤、凉茶等降暑饮品，在放映点

周边广泛设立“文化夜市”，组织各类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贝雕、

泥塑、草柳编等本地特色非遗文化产品，不仅让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感受到光影好时光，还带动了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

群众呈现别样的文化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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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