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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相城区：创新“文明实践主理人”模式

南通市通州区：探索文明实践赋能基层建设

太仓市：注重发挥村规民约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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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相城区：创新“文明实践主理人”模式

苏州市相城区探索实施“文明实践主理人”模式，为文

明实践注入新的活力，实现文明实践阵地升级、资源融合、

品牌创新，让文明实践真正融入群众生活，进一步擦亮“文

明苏州 美在相城”精神文明建设品牌，推动“文明实践”走

向“实践文明”。

一、探索创新，构建文明实践新模式。积极探索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的新路径，创新推出“文明实践主理人”模式。积

极构建“1+11+N”即一个中心、十一个镇（街道）、N 个实践

点的文明实践主理人工作架构，聚焦全域全龄参与群众，以“共

建、共创、共享、共益”的发展思路，通过选拔和培养一批具

有专业能力、创新意识和奉献精神的主理人，搭建以文明实践

主理人为核心，盘活一个阵地，带动一个社群，开展一个项目，

打造一个品牌，造福一方百姓的工作模式，将文明实践与地方

文化、特色产业和群众需求深度融合，让群众乐于参与、便于

参与、勤于参与，从“外聚人气”向“内聚人心”迈进，实现

文明实践工作提档升级。

二、分类施策，激发主理人多元活力。根据不同类型主理

人的特点和优势，分类施策，充分发挥其专业服务能力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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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能力。空间主理人通过资源整合与运营创新，将闲置空间

转化为动态服务平台；社群主理人以爱好为媒介，带动群众积

极参与文明实践活动；产业主理人结合区域资源优势与特色，

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模式或跨界合作，推动产业突破传统边界，

赋能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品牌主理人通过策划系列化、主题化

的活动，提升文明实践的辨识度与可持续性；乡风主理人以道

德模范为核心，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传递正能量。这些主

理人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整合多方资源，推动文明实

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形成了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

为文明实践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完善机制，推动文明实践走深走实。建立健全“选拔

—培育—激励—保障—宣传”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通过组织

推荐、社会招募、定向邀约等方式，吸纳非遗传承人、文艺工

作者、身边好人、创业带头人等加入文明实践主理人队伍，按

不同类别建档，形成动态人才库。通过搭建“文明实践资源库”，

整合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开发线上平台

支持活动发布、需求征集、资源共享等功能，为文明实践工作

提供坚实保障。同时，利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宣传典型案例和

主理人故事，设置“主理人风采榜”，展现文明实践主理人的

个人价值与文明实践活动的社会价值，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文明

实践主理人行列，营造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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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通州区：探索文明实践赋能基层建设

南通市通州区聚焦文明实践在基层建设中的创新实践，注

重以文明实践助力基层党建、驱动乡村振兴、强化基层治理，

持续推动文化铸魂，培育文明乡风，破解治理难题，为基层治

理现代化提供生动实践样本。

一、创新助力基层党建。以“强基工程”为抓手，创新

打造“党建+文明实践”融合发展新格局。以红色磁场凝聚党

群合力，通过“红色领航 东街市集”品牌建设，组织在职和

退休党员开展政策宣传、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将每月主题

党日转化为服务日，党员亮身份包楼道、结对帮扶困难群众，

使党群关系在楼道整治、扶弱帮困中不断升温。实施“头雁

领航”工程，将组织生活与环境卫生整治深度融合，党员干

部带头、广大群众参与，清理河道沟渠 120 余处。打造“青

年说·思想汇”“理响新声代”等特色宣讲品牌，组建“银

发讲师团”“红领巾宣讲队”等专业队伍，用相声小品等群

众喜闻乐见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千家万户，年均开展

理论宣讲 2500 余场，覆盖 20 万人次，受到群众欢迎。通过

党建与文明实践的深度互嵌，将组织活力转化为治理效能、

理论滋养转化为实践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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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出助力乡村振兴。通过“环境整治+文明实践”融

合模式，成立专职治理小组，打造精品乡村示范路线，完善

亮化绿化，沿途绘制文明彩绘墙，带动周边农户改厕和污水

处理。培育百户美丽庭院，通过“一家美带动全村美”。开

展百场“送戏下乡”惠民演出，将理论宣讲融入文艺活动，

送到田间地头，让传统戏曲焕发时代魅力。以开创“农家书

屋+”模式，将农机培训、健康讲座搬到生产一线，通过移风

易俗活动培育文明乡风，使书屋变身致富学堂和精神驿站。

通过广泛开展文明实践，既擦亮乡村生态底色，又厚植文化

基因，激活发展动能。

三、持续助力基层治理。针对“熟悉的陌生人”社区困境，

创新打造“邻里文化+”治理模式，在社区建成“和美邻里”

文明实践示范矩阵。通过建立协商议事机制、打造共享空间、

开展“惠邻”“睦邻”主题活动，解决群众难事，重塑守望相

助的邻里关系。创设文明积分超市，将移风易俗、家风建设、

环境整治等行为量化为可兑换生活用品的积分，以“小积分”

激发村民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构建“六单工作法”志愿服务

体系，每月 20 日开展“和你在一起”暖心服务日，通过各级

志愿团队实施“红色门铃·暖心探访”行动，为空巢老人、困

境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入户关怀，用定制化服务编织社区温情

守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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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市：注重发挥村规民约积极作用

太仓市将群众自治与村规民约修订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公

约在引导约束、规范群众行为方面的独特作用，让群众成为基

层治理的“主角”，奏响乡风文明新乐章。

一、科学谋划规约制定。指导下沉“开良方”。吸纳文艺

骨干、文化能人、农业专家等组成村规民约修订工作服务小组，

通过深入各村（社区）开展实地调研、把脉问诊，“一村一策”

为修订工作开出专业“良方”，从方向把控到细节打磨，全方

位护航规约编制。联席议事“谋良计”。组织各乡镇、文明村

（社区）代表、市民村民代表、老教师代表等召开联席会议，

发挥民政、文体广旅等行业部门职能优势，明确职责分工、细

化工作内容，对开展编制工作进行深度交流研讨。广开言路“献

良策”。分小组前往村（社区）指导，通过召开座谈会、开展

实地调研及线上意见征集等多渠道，广泛收集并系统梳理群众

意见建议，将“便于以方言朗读”等建议有针对性融入村规民

约修订内容，打破传统工作思路，推动修订工作创新开展。

二、多维融合创意元素。内容上，立足民生切口。以群众

意见为“风向标”，将尊老孝老、文明养犬、人居环境、邻里

矛盾等民生关切作为修订重点。结合各村（社区）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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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制出一份份贴合村情民意的村规民约，通过直击痛点、

回应期盼，使其成为实现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有力抓手。形式上，

深挖乡土富矿。充分发挥乡土文化人才和热心群众专长，将村

规民约巧妙融入山歌民谣、藏头诗赋等传统文化之中，通过双

凤山歌、昆曲、三字经等极具乡土特色的艺术形式，在乡间地

头唱响文明主旋律。传播上，玩转线上阵地。依托“文明太仓”

等微信公众号，策划“村规民约 PK 赛”，围绕诗词 PK、中英

PK 等主题推出《村规民约新形式，山歌 VS 顺口溜，你 pick 哪

个？》系列推文和短视频，让严肃的村规民约“潮”起来、“活”

起来，实现“破圈”传播。

三、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文明宣讲让村规民约“声声入耳”。

充分发挥“文明帮帮团”“喜事帮”“为爱圆梦”等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队作用，通过走街串巷、入户宣讲，将新修订的村规

民约送到群众家门口、讲进群众心坎里，不断提升群众对文明

新风的认同感和接受度。实践活动让村规民约“处处可见”。

用好文明实践带头人，将 “村规民约大家谈” 等环节有机融

入 “星光课堂”“周末学堂” 等人气度高的文明实践活动之

中。打造村规民约主题长廊，陈列婚丧简办、孝老爱亲等典型

事例，设置“文明新风打卡墙”，开展“公益婚纱 幸福小站”

乡间秀活动，潜移默化推动文明理念入脑入心。积分管理让村

规民约“人人践行”。创新家庭文明积分管理，将村规民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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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可量化的积分细则。参与志愿服务、维护环境卫生都能获

得积分并兑换生活用品、享受优惠服务。“小积分”激发起群

众参与自治的“大热情”，让文明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成

为推动基层治理的强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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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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