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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亮星夜”系列二】

太仓市：“点亮星夜”引导群众践行文明

句容市：积极打造夜间文明实践新场景

南京市鼓楼区：晚间文明实践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如东县：多元服务点亮夏夜群众幸福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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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市：“点亮星夜”引导群众践行文明

太仓市紧扣省、苏州市要求，认真布署开展全市“点亮星

夜”夏季晚间文明实践系列活动，认真做好资源统筹延展，拓

宽活动参与渠道，点亮夏夜群众幸福之光。

一、高位部署做好资源融合。建立模式机制。出台《太仓

市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因时制宜”模式的实施意见》，聚焦“错

时”“延时”“随时”等核心服务机制，推出太仓文明实践“因

时制宜”新模式，推动全市各文明实践场所区分白天与晚间、

平时与周末、夏季与冬季、学期与假期等，机动灵活安排非工

作时间、非工作日文明实践阵地开放时间，提高基层阵地使用

效能，满足群众参与精度广度深度。全面布署工作。下发夏季

晚间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工作提示，征集全市各类晚间文明

实践活动 177 场，并通过全市“夜太美 践文明”主题和 11 个

实践所分主题进行全域点亮，形成理论夜校、书香夜市、电影

夜场、科技夜集、文艺夜演、健身夜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内

容。整合行业资源。充分调动 11 个行业文明实践分中心积极性，

形成68门专业课程通过“太仓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平台”

点单派送为基层开展夜课程提供支持，联动市总工会拓展 9 门

职工课程为群众课程并在城区 3 个实践所开设夜课堂，加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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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面。

二、聚焦需求开展多样活动。拓展需求征集途径。设立群

众线上线下需求征集渠道，强化“预约制”服务，通过“预约”

随时分析研判“冷、热门活动”产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改进，

处理好个性需求与普遍需求的关系，让文明实践活动更具“黏

性”。打造晚间活动品牌。浮桥镇以“爱乐之夜”“曲艺之夜”“非

遗之夜”“魔术之夜”“喜剧之夜”“古风之夜”形成系列常态化

在实践所开展活动；璜泾镇开展“从‘心’说你好”第 2 届邻

里生活节，夏夜市集、公益夜跑、晚风露营 party、村 BA&村超

等活动吸引众多群众参与；城厢镇以“古韵城厢”“夏夜田园派

对”为主题解锁家门口的文明实践，推动商圈夜文化；双凤镇

以“福运莲鲤”仲夏夜游会，围绕荷花特色，开展荷花灯展、

童心绘荷作品展、“福运莲鲤”市集、非遗课堂等活动。挖掘阵

地延时特色。公共场馆纷纷增加夜间活动内容，并深度挖掘全

市成熟、合适楼道的文明实践基因，如城厢镇电站村把“夜模

式”延伸到小区楼道，打造记忆馆、编织馆等楼道文明“微景

观”，开展楼道“微活动”“微打卡”，让每幢楼的居民下班后都

能轻松体验活动内容。

三、多维宣传提高知晓参与。媒体造势提升能见度。将全

市的好做法好经验通过全媒体矩阵进行推广，积极向上级媒体

提供新闻线索，仲夏夜游会活动内容被江苏卫视、文明江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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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播出，启动夏季晚间文明实践活动内容在文明江苏刊载，推

进文明实践“因时制宜”模式内容在《苏州日报》刊登。力量

充实提升满意度。多方动员各类服务力量参与文明实践，多维

度选拔群众身边的文明实践带头人，创新设置“文明实践 AB

岗”，灵活统筹工作人员、热心群众的配置，用群众连通群众“去

说教化”的进行宣传，保证“夜太美 践文明”项目统筹和具体

服务常态长效。线上拓展提升参与度。进一步用好文明实践地

图、平台，开发完善平台“优选”推荐功能，自动展示使用者

周边 N 公里范围内文明实践活动、阵地信息，做好志愿者团体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让群众参与多一份选择，多一份保障。

句容市：积极打造夜间文明实践新场景

句容市积极打造文明实践新场景，广泛开展“‘句’文明 享

夏夜 ”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从文化演出到公益电影，从文明集

市到爱心暑托，将各类贴心、暖心、用心的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一、突出阵地多元融合，扩大文明实践服务圈。秉持“群

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的服务理念，全市文明实

践阵地积极整合文化长廊、文体广场、庭院，以及体育馆、图

书馆、文化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围绕“夜演出”“夜课堂”“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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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夜健身”等板块，延长阵地开放时间，就近就便打造了

“夜模式”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260 余个，集文化演出、阅读分

享、理论宣讲、非遗展示、露天观影、辅导培训等多种功能，

有效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沐浴文明新风。

二、突出文化活动纷呈，提升文明实践活力圈。让群众唱

主角，持续开展“乡村文艺播种计划”，组织专业文艺人才，服

务城乡文化建设的项目，培育基层文艺力量，逐渐形成“一村

一队伍，一镇一精品”的格局。“口袋舞台”“百姓大舞台”等

群众编、群众演的品牌文化活动，使文明实践活动更具感染力

和生命力。让精品活动下沉，组织开展“文化进万家 欢乐送百

姓”“四季村晚”等送戏下乡活动，红歌表演、民俗表演、戏曲

表演等精彩节目在各地巡演；开展“非遗+”系列活动，举办“非

遗+阅读”“非遗+研学”“非遗+集市”等沉浸式体验活动，推动

秦淮灯彩、春城剪纸等非遗技艺有机融入日常生活，让传统文

化得到活化传承。

三、突出志愿服务叠加 绘制文明实践幸福圈。坚持“月月

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天天见行动”，采取群众“点单”，新

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派单”，志愿服务队“接单”的模式，一

方面以夜文化为抓手，按照“文化活动+文明集市”的模式，

组织各志愿服务队组织力量，将各类服务涵盖生活服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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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咨询、防骗反诈、文明婚俗、医疗便民等项目，集中式、

一站式打包给群众。另一方面加大与文明单位联动力度，团

市委开设“爱心暑托班”，解决家长暑期带娃难题；市农商行

开展“夏日送清凉 致敬美容师”活动，关心关爱园林和环卫

工人；市图书馆开展晚间“流动图书车”进社区、进公园，

为读者提供借阅和电子阅读证办理服务等，各类特色志愿服

务项目，让群众从中受益。

南京市鼓楼区：晚间文明实践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南京市鼓楼区精准对接群众多元需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阵地，积极开展“点亮星夜”文明实践活动，丰富活跃群众

夜间精神文化生活。

一、因地制宜打造文明实践场景。坚持“群众在哪里，文

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理念，不断推进文明实践四级阵地体系

效能延伸。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特色资源优势，

推动将共享健身房、自修室、24h书店等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打

造成晚间纳凉点。依托南艺后街、金银街、揽秀城、下关火车

主题园等夜游夜消费亮点片区，推动文明实践进夜市、进商圈，

用夜市“烟火气”为文明实践“聚人气”。开辟“西街欢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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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文明夜市”等，集成式开展“露天电影与文艺共舞”、

微社区体育运动会等活动，持续扩大晚间文明实践活动的覆盖

面、影响力。

二、统筹资源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注重将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与满足群众服务需求相结合，聚焦文化惠民、服务便民。不

断挖掘“五老”人员、文艺骨干、大学生志愿者等人员力量，

组建“小海苔”、“青爱的江将好”、“银龄先锋”等多支志愿服

务队伍，积极开展“三伏天”养生讲座、“国球风采耀颂德”乒

乓比赛、“漆”彩夏日至“扇”至美非遗知识讲座、“聚力暖橙”

慰问环卫工人等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联合区文

旅局推出“文明实践 YUE 在鼓楼”项目，每周五、周六晚在社

区小广场等人流聚集地送上公益演出。此外，搭建“百姓大舞

台”，以群众自编自导、自演自赏的形式在夜间开展文艺演出、

纳凉晚会、夜读分享等特色活动。

三、寓教于乐开设文明培育课堂。结合片区治理的难点堵

点，用好晚间“人流峰值期”和小广场、公园、道路等“人流

密集区”，组织开展各类文明宣传趣味活动，在服务群众中有效

教育引导群众。在晚间遛狗人群较多的下关滨江沿线开展“争

当最美养犬人、点亮夏夜文明灯”专场活动，通过“闯关集章”

等趣味小游戏传授“文明养犬”知识点，赠送狗绳、粪便清洁

袋等，号召市民文明饲养宠物，共同维护滨江环境。在社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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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站组织开展“绿色夏夜 点亮星空”主题活动，邀请环保专

家讲解环保知识的同时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环保手

工制作等互动游戏，推广使用环保灯具和节能设备，推动文明

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融入。

如东县：多元服务点亮夏夜群众幸福之光

如东县聚焦群众需求，做好资源统筹延展，拓宽活动参与

渠道，在城乡生动开展“点亮星夜”夏季晚间文明实践活动，

让老百姓畅享“夜文化”，共享“夜文明”，点亮夏夜群众幸福

之光。

一、精准对接基层群众需求，定制化服务更暖人心。积极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阵地作用，通过线上线下立体

方式广泛征集群众意愿，针对不同群体的个性需求“量体裁衣”

定制多元化服务，以“离家近、举步到”原则，开展群众“家

门口”的“点亮星夜”晚间活动。探索“因时制宜”模式，通

过“延时”“随时”定制服务，满足白天与晚间、平时与周末、

学期与假期不同维度的需求。全县 80 多个星级城乡书吧招募大

学生志愿者近 200 名，开展“扶海书香 氤氲夏夜”晚间惠民服

务，组织夜读沙龙 20多场；开展“光影点亮扶海夜 文化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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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万家”夏季露天惠民电影放映活动 200 余场，在商业区、集

居点等人群聚集点播放大片、热片，着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二、广泛搭建百姓唱戏平台，沉浸式体验更接地气。科学

统筹，精心布局，因地制宜用好各类公共文化服务阵地，盘活

志愿服务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建立多元参与体系，将文明实

践晚间活动场所搬到街头巷尾、公园广场、社区小区，融入居

民“柴米油盐”“茶余饭后”，以接地气、冒热气、有朝气的“沉

浸式”体验，不断扩大活动的吸引力和参与度。如东中医院利

用晚间时段，将推拿、拔罐等中医护理体验送到社区，中医专

家耐心演示，手把手指导居民如何操作，加深了广大居民对中

医养生的认识，不断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公安

局利用晚间纳凉时间，把“普通话”改成“家乡话”，用小故事

讲好防诈工作的大道理，累计开展晚间防诈宣传 30多场。

三、强化统筹城乡联动资源，互动式推进更有氛围。高效

整合城乡人员队伍、平台载体、服务项目等资源，按照筑基、

整合、贯通、长效的总体思路,优化配置、共建共享,推动城乡“夜

实践”高效互动、同频共振。城区在“三河六岸”“上河印巷”

等街区开展“点亮星夜”夏季晚间文明实践周周演、“越夜越美”

服务大集、“蠙城之夏”文艺演出等系列活动，助力重点商圈成

为“文化客厅”，推动小城释放新活力。各镇区商圈纷纷推出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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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惠购、乐购夏夜市集，带动商业街区火热繁荣，“如意东方”

农产品夜直播坚持不断档，提升群众购物新体验，做优沉浸式

“夜经济”文章。洋口镇“夏夜观虫”科普活动、河口镇“新

老象棋对决赛”、大豫镇“夜义诊”、岔河镇广场舞培训、栟茶

镇“点亮星夜·夜网安”宣传、双甸镇“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作品交流会等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全方位激活夏季晚间

文明实践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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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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