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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泰兴市：着力打造文明实践新路径

兴化市：以人为本以文为脉 推动城市文明

灌南县：创新打造“灌小禾”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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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市：着力打造文明实践新路径

泰兴市坚持“全域文明、全民参与”的目标理念，从“最

可感”“最显眼”“最广泛”“最响亮”处入手，推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奔着“人心”去、聚着“人气”干、引着“人流”走，打

造全民文明实践新路径。

一、持续完善阵地建设。坚持“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

延伸到哪里”，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主体，将文明实践阵

地延伸至服务窗口、自然村组、商场商圈、网格乃至小区楼道。

建成“家门口”便民服务点、就业服务站、暖“新”驿站等特

色阵地，构建起以 1 个中心、17个所、331个站为轴线，5 个特

色片区为环线，1120个特色实践点（基地）组成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 15 分钟服务圈”，形成覆盖全域的文明实践网络，打造

“1 轴 5 环 N 圈”的文明实践综合体，持续提升文明实践工作

标识度、显示度，串联起群众的幸福生活。

二、广泛开展理论宣讲。依托“理上心来”理论宣讲品牌，

组建“闪亮的星”青年理论宣讲服务队，创新“理论巴士”，亮

嗓“乡村喇叭”等宣讲模式，推出《银小杏带你学理论》《我是

冬训主讲人》等网上栏目，广泛开展以“为理而来”为主题的

文明实践理论宣讲活动。编制泰兴“红色地图”，推出“庚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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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旗帜”等理论实践学习线路，引导干部群众在缅怀革命

英烈中感悟思想伟力。泰兴市“理上心来”“鼓儿书”理论宣讲

志愿服务队分别获评全国、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

三、充分统筹调动资源。深入挖掘党员干部、电力网格员、

环保人士、文艺骨干等文明实践服务力量，深化“实践同行 文

明同进”结对共建品牌，190家文明单位、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结对共建。组织“泰兴太嗨”

“文惠百姓”“团聚驿站”等 41 支文明实践队伍常态化开展文

明实践中医市集、农特产品展销、市民夜校等文明实践活动，

定期举办“农副产品、民俗文化、实践成果”三进城系列文明

实践活动，推动队伍资源双向联动、优势互补，实现文明实践

队伍从“结合”到“融合”，不断扩大文明实践“朋友圈”。

四、强化实践品牌引领。强化平台功能，开展理论宣讲凝

心、文体活动悦心、健康服务安心、惠民服务暖心等主题实践

活动。实施“泰温暖 兴有你”文明实践伙伴计划，培育孵化“昭

阳心理”“晶晶说法”等文明实践品牌项目，擦亮“三井茶话坊”

“逢六说事”“幸福议事厅”等文明乡风品牌。创新推行“美家

美户”文明家庭建设，全域推广“佤家文明存折”积分制管理

模式，提升群众参与移风易俗、文明实践、基层治理的积极性、

主动性。相关经验做法受到《农民日报》《新华日报》等中央媒

体宣传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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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市：以人为本以文为脉 推动城市文明

兴化市立足历史文化资源，坚持以“人”为核心推动精神

文明创建，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明显提高，让文明城

市更有厚度深度。

一、坚持创建利民惠民。持续实施文明城市三年行动计划，

先后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88 个、提档升级农贸市场 4 个。274 个

小区完成线缆整治和集中晾晒区建设等微整治微改造，581 条背

街小巷消除管网不畅、路面坑洼、井盖下沉等问题，让群众生

活更加安全便捷。全面美化绿化分隔带，去除老旧灯杆箱体和

报亭，建设沿街小游园，改造昭阳湖公园、楚水园等市民身边

的公园，打造桥下沉水廊道等网红打卡点，扮靓城市颜值。落

实精细管理，释放小区闲置停车位，42 家机关部门向社会提供

晚间共享停车。由国有平台公司投资，按居民家用电价收费，

完成覆盖全域居民小区的充电棚建设。因地制宜设置便民疏导

点，有序引导流动摊贩规范经营。加大城市垃圾定时定点收集

和清运频次，主次干道垃圾桶全面撤筒。

二、广泛培育文明风尚。厚植城市文化，提炼发布“垒土

成垛 择高向上”的城市精神。在全市道路沿线景观化展示地方

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最美农路”“最具乡愁的路”。持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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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乡村田园风貌保护、宜居环境打造、乡风文明建设，61个村

庄获评省市特色田园乡村。发布“兴好有礼”文明培育品牌，

开展“兴有礼、兴文明、兴志愿、兴风尚”等文明风尚活动。

创作志愿服务主题歌曲《兴愿》，举办文明城市创建微视频抖音

大赛，系列化设计“兴好有你”“文明兴化诚 10 条”“移风易俗

16 条”等公益广告。出台“市民文明规范十个不”，推出我与警

察叔叔合个影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践行交通文明。全面登记

排查小区“小广告”，严厉打击非法信息。在道路、小区设置犬

类“便便箱”，倡导文明养犬行为。

三、积极开展文明实践。改造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实施文明实践“十所百站”提升工程，利用儒学广场周边古建

筑群，整合毕飞宇工作室、兴化文学馆、百工坊、科普小院、

农民画传习基地等阵地资源，打造一批新时代文明实践街区与

实践点。定期举办郑板桥艺术节、施耐庵文学奖颁奖活动，深

化菜花旅游季活动品牌。持续开展送戏下乡、送戏进校园等文

化惠民活动，广泛开展社区邻里节活动，常态化组织“我们的

节日”文明实践活动。坚持党员干部带头示范，落实“五长共

治”“党员楼道长”志愿服务制度，开展“你难我解”大走访大

落实行动。通过文明实践阵地、智慧云平台、“你拍我办”文明

城市创建小程序等渠道，线上线下设置“百姓意见箱”，确保群

众关注的民生实事快速受理、快速交办、快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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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创新打造“灌小禾”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品牌

灌南县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针对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

遇到的难点、热点问题，成立公益性服务机构，创新打造“灌

小禾”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品牌。

一、创新工作机制。深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成立教育、妇联、团委、民政、公检法等部门共同参与的青少

年生命健康关爱联席会议制度，联动全县各中小学、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青年之家、妇儿之家等，为未成年人提

供公益性、专业化、系统化服务。加强骨干队伍建设，组建由

33 名专业老师组成的“灌小禾”专家讲师团，培育由心理咨询

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社工、志愿者等组成的“灌小禾”志愿

护“未”队，进驻全县未成年人工作站开展培训指导。面向农

村留守儿童和偏远地区的未成年人，护“未”队志愿者定期开

展上门服务、心育培训活动。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合作，

成立家庭教育灌南工作室。开通“灌小禾”工作站心理热线，

24 小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二、加强阵地融合。以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为依托，

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阵地资源，共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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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12 个、家长学校 238 个。成立 11 个“灌小

禾”乡镇工作室，50个校园工作室，20个村级心理悦纳室，搭

建起“1+N”阵地体系。整合全县心理健康、家庭教育、思想道

德、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教育资源，开展“心理健康进学校、进

社区、进家庭、进所（站）”活动。加强百场精彩课、百个校园

行、百事好商量的“三个百”工作体系建设，将“灌小禾”工

作站打造成专门面向未成年人的活动基地、服务基地和培训基

地。

三、开展主题活动。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法，邀

请专家学者开展系列活动，线下开展“灌小禾”智慧家长公益

课堂，线上开展“灌小禾”心育云课堂。举办社会心理服务能

力提升、青少年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心理护理种子师资研习

营和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等专题培训班，创造良好育人环境。广

泛开展“榜样力量”美德人物事迹分享、“新时代好少年”事迹

宣讲、“文明礼仪伴我行”“劳动美”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未

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施心理调适、

生命健康教育、减压助考等，通过“百场精彩课”丰富拓展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校外实践领域，全过程、全方位护佑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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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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