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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惠山区：志愿服务“中心联动岗”
的探索与实践

无锡市惠山区文明办联合无锡地铁集团，创新设立惠山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中心联动岗”，以志愿服务“小

岗位”撬动文明实践“大联动”。

一、以阵地资源为基础支撑。“中心联动岗”设立于无锡地

铁 1 号线终点站、S1号起始站堰桥地铁站，毗邻惠山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和居民小区，是市民群众生活通勤的重要节点。

“中心联动岗”将文明实践场景与群众生活工作场景充分融合，

潜移默化中培育文明风尚。在把群众“请进来”参加中心活动

的基础上，“走出去”到群众身边开展活动，增强群众参与文明

实践的真实感、场景感，实现“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跟进

到哪里”。结合文明实践“六大平台”联动各部门资源，邀请结

对共建的文明单位开展各类政策宣传、业务咨询等活动，最大

限度将优质资源落到百姓身边、惠及广大人民，成为相关业务

部门与居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打造“惠风和畅·部门有约”

文明实践品牌的全新载体。与全国文明单位中国移动无锡分公

司开展结对共建，免费开展移动通讯业务咨询等服务。

二、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坚持为群众提供最实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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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志愿服务，与地铁站原有的志愿服务相互促进、相得益

彰。“中心联动岗”主要设置政策宣传岗、问答互动岗、公益理

发岗、健康服务岗、出行指引岗 5 个志愿服务岗位。一是开展

便民服务，免费为群众提供量血压测血糖、理发等服务，提供

饮用水、纸巾等日常生活用品，提供线路引导服务，解决群众

“一时之需、燃眉之急”；二是开展宣教服务，开展消费者权益

保护日宣传、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防电信诈骗宣传、法

律咨询等活动，利用“学习在路上 文明进万家”互动箱进行趣

味知识问答，题库一般是八礼四仪、节日节气等生活常识，答

对问题即可获得文创产品；三是开展文化服务，在春节、端午、

中秋等传统节日开展主题活动，送春联、送香包、送艾草等，

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24 年春节，“中

心联动岗”联合区书法家协会开展“同书新年好 情暖回家路”

书春送福活动，温暖乘客回家之路。暑假期间，还特别开设学

生志愿服务岗位，由学生志愿者负责为过往乘客提供问答互动、

出行指引等服务，为青年学生提供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和渠道。

三、以自我管理为鲜明特色。常态化招募文明实践志愿者，

吸引群众在接受志愿服务后主动报名成为志愿者。充分尊重志

愿者主体地位、发挥志愿者主体作用，探索“自我组织、自我

服务、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提高”的运行管理机制，目

前已实行“AB 岗责任制”和“定人定岗责任制”：“AB 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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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由志愿者自主推选两位总队长，负责召集志愿者开展志愿

服务、物资统筹、新成员招募等日常工作并进行轮换；“定人定

岗责任制”由志愿者通过平台自主报名参加每周的志愿服务活

动，根据自己专长选择服务岗位，并对服务质量、群众反馈负

责。以《惠山区志愿者管理条例》为依据，将“中心联动岗”

志愿者纳入区志愿服务总队，享受人生意外保险、星级志愿者

认定、礼遇先进典型等嘉许激励礼遇内容。

海安市：打造城市商圈“一站服务”
文明实践综合体

海安市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在星湖 001

城市商圈打造文明实践综合体，并同步开启文明实践“夜模式”，

实现文明实践服务“全配套、全链条、全天候”，有效提升基层

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效能，有效推动文明实践助力基层治理、引领诚信建设、助推

社会经济发展。

一、构建服务矩阵。打造文明实践综合体，提供“一站式”

服务，让供需对接更精准。打造一批阵地。在商圈内建成星湖

“益”站、24 小时城市书房、服务外卖与快递人员、环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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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户外劳动者的暖“蜂”驿站三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以及

78 个商铺便民服务点，打造形成城市商圈内集理论政策宣传、

学习阅读、便民服务、文明引导于一体的文明实践综合体。成

立一个联盟。商圈所属社区牵头，成立“社区+商圈”文明实

践联盟，与周边 8 个居民小区、商圈内 78 家“公益联盟”商

铺、10 家共建单位、3 家社会组织，构建形成“文明实践综合

体搭台、社区领跑、多方共跑”的联动体系，文明实践综合

体中服务力量进一步壮大，也有效促进辖区商居融合发展。

完善一套机制。建立日常值班制度，确保各类阵地“大门常

开、服务常在、活动常青”。推进结对共建制度，推动各方资

源向综合体集聚。实施文明实践积分管理制度，激发群众参与

内生动力。

二、完善服务内容。围绕文明实践五大任务，不断创新丰

富活动内容形式，组织开展各类群众需要、乐于参加、便于参

与的活动，让文明实践综合体服务更多元，作用更凸显。理论

宣讲聚民心。利用电子触摸屏、点读机等新载体，开设“理论

点播台”，提供自助式理论学习服务。举办“城市书房里的理

论讲堂”26 期，开设“宏燕课堂”50 多场，有效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理’响商圈”。文化活动润民心。开展“非遗集市”

走进文明实践综合体活动 12 场，举办“文化沙龙”14 期，“亲

子阅读伴成长”活动 50 多场。利用传统节日，举办传承中华



— 6—

优秀传统文化、民俗体验等活动 12 场。众多文化活动，让繁

华的商业闹市增添浓浓地文化气息。便民服务暖民心。除各实

践点、便民服务点日常为购物休闲的市民群众和户外劳动者各

类暖心服务外，综合体内常态化文明引导、秩序维护等服务，

引领文明新风。开展“点亮微心愿”活动，设立“零工驿站”，

举办“他乡亦吾乡”关爱外来务工人员等活动，累计为 1000 多

人送去关爱。在暖心服务中，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三、创新服务模式。聚焦群众实际需求，增设文明实践综

合体晚间延时服务，让文明实践“续航”不断档。“公益夜市”

寓教于乐集爱心。举办“义卖夜市”，将闲置物品、手工制品进

行义卖、置换，募集爱心物资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举办用

工夜市，先后吸引 89家企业参与，为 352 位群众解决就业难题。

“赋能夜校”融学于趣启民智。积极探索“学习对象多元化+教

学内容多样化+授课方式灵活化”的送学模式，“慧源夜校”、

“夜·悦读”分享活动等，成功将市民群众从“夜宵”酒桌吸

引到“夜校”课堂上来。“市民夜话”问需于民解民忧。干群团

坐，话家长里短、谈发展建议、讲政策落实，倾听群众心声，

提升服务能力。“市民夜话”活动架起干群沟通桥梁，更快更好

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真正做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先

后促成洋柴路新安装路灯 30 座、“奇妙夜上湖”商业项目落实

等 260多件问题的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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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打好破除陈规陋习组合拳

近年来，如皋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秉承“为民便民、疏

堵结合、常态长效”理念，在探索群众自治、加强教育引导、

推进实践养成、加强制度约束等方面，注重集聚民智、坚持多

措并举、敢于创新突破，以“三带动”持续深化移风易俗、提

升文明风尚，不断丰富“微笑之城 大爱如皋”精神内涵。

一、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有力纠正婚丧办理

不良风气。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印发《如皋市党员、公职人员

深化殡葬改革“八条禁令”》《关于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弘扬

时代新风的通知》《如皋市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相关事宜的意

见》，全市党员带头签署《弘扬时代新风承诺书》，自觉落实办

理婚丧嫁娶事宜报告制度，践行厚养薄葬，倡导婚事新办。结

合“两代表一委员”接待日、“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活动等载

体，1005 名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紧扣人情往来现状、

形成原因及减负对策，进村入户察实情听民意，争当时代新风

的“践行者”“急先锋”。放大好人示范效应。以“好人如灯”

品牌建设为抓手，依托好人长廊、好人工作室、好人礼遇活动

等载体，组织各级各类道德典型开展婚丧礼俗新风尚主题巡讲

200 余场，宣传《人情减负“如新风”文明公约》，提倡乡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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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礼，丧事 3 天办结，酒席控制在 10 桌以内，每桌标准不超过

500 元等。发动乡贤先行先试。抢抓如皋首届乡贤大会举办契机，

动员教师、医生、创业返乡能人等新乡贤群体带头抵制讲排场、

比阔气等不良风气。围绕“思想好、威望高、能力强、热情足”

标准，指导 348 个村（社区）红白理事会吸纳乡贤能人，共同

商定红白理事会章程，主动服务引导群众文明办理红白事，全

过程监督、劝导和举报高额礼金、封建迷信、假僧假道、大操

大办等行为，有力推动移风易俗真“移”真“易”。

二、以“文化富足”带动“精神富有”，着力破解红白喜事

突出问题。“小规约”引领“大礼俗”。制定发布《村（社区）

红白事操办标准参考》《如皋市红白事操办建议流程》，形成红

事“五个一”、白事“五个不”办理流程，明确办事天数、宴席

标准、设宴桌数等具体内容，让群众知晓哪些事可以办、可以

怎样办。推动各村（社区）全面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和家风家训，

重点增加“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不索要攀比彩礼、邻里不随

礼、亲友往来控制额度”等内容，通过微信推文、手绘文化墙、

宣传栏张贴、告村（居）民的一封信等方式进行宣传展示。“小

节目”讲好“大道理”。依托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港

港经”茶馆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百姓大舞台等现有阵地，创排

说唱快板《红白事不扎堆 战“疫”情我承诺》《移风易俗唱新

歌》、木偶剧《移风易俗当尖兵》《回乡》等文艺节目 30 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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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移风易俗、文明礼赞”文艺汇演、“‘小村’春晚”、“文

明‘微’声”宣讲等宣传文化活动 1300 多场。“小视频”引发

“大反响”。用好“爱如皋公益联盟”等文明实践队伍，协调引

导“深度如皋”“乐活如皋”等较有影响的民间自媒体策划“天

价彩礼一去不返”街坊活动，以青年视角、青年心声引导市民

摒弃重攀比、好面子、高彩礼等劳神伤财的婚俗旧习，倡树崇

尚节俭、婚事新办、婚礼俭办的时代新风。组织“黑狐歪歌”

等网络“大 V”、草根名嘴录制“抵制高额彩礼、减轻人情负担”

短视频，用百姓能听懂的方言俚语进行宣传，吸引 10万多名网

友线上交流互动。

三、以“文明实践”带动“礼俗改革”，奋力构建移风易俗

长效格局。注重全民参与。开展如皋市 2022 年度“农村移风易

俗主题宣传月”，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长说”活

动，组织 362 位文明实践所（站长）为骨干的“马跃皋原”理

论宣讲志愿者队伍深入村（社区），宣传解读婚丧礼俗新标准；

组织村（社区）红白理事会成员、各级各类道德典型、139条“新

风邮路”邮递员、村（社区）“五老”人员等组成新风宣传志愿

服务小组，进企业、进学校、进家庭，面对面、一对一地向群

众进行宣传，发放宣传手册 40 万余份。注重融合推进。推动全

市 183 个村（社区）改造提升村级公益性公墓，新建镇级公益

性公墓 11个、全市镇级公墓达 26个；指导村（社区）打造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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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易俗堂，常态化为民服务；策划开展“喜迎二十大、文明深 1

度”主题实践活动，依托“志愿服务马拉松”、“我们的节日”、

农民丰收节等活动载体，在春节、清明、端午、国庆、元旦等

节日，广泛开展婚丧礼俗新风、优良家风、优秀传统美德等宣

传 1300 多场。组织全市各级党组织开展“移风易俗 我当先锋”

主题道德讲堂 727 场。注重品牌打造。以深化“推进移风易俗、

弘扬时代新风”行动为抓手，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市、镇、村

三级集体婚礼 60余场次，916对新人参加。丰富“雉水大妈说”

品牌内涵，发挥村（社区）妇女议事组织作用，围绕红事简办

开展“大妈说彩礼”主题沙龙 300 多场次，邀请妇女代表和热

心群众就彩礼问题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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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