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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武进区：厚植社会治理道德底蕴 

 

近年来，常州市武进区坚持将德治作为培育区域社会治理

内生动力的重要方式，通过核心价值浸润人心形成道德约束，

通过榜样力量转化德行实现道德施教，通过文明实践服务社会

主导道德建构，不断增强社会治理道德底蕴。 

一是价值融入打牢思想基础。通过社会宣传、新闻宣传、

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面向基层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教育，使之成为人们日常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基本遵循。广

泛宣传注重每时每刻每处，创作本土特色的城市景观小品、公

益广告精品、文明视频短片，依托线上线下各类阵地广泛刊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文明公约、

村规民约等行为准则，推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家风、行风、民

风。深入践行注重入脑入心入行，从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

为选择等方面对市民进行规劝和引导；依托道德讲堂、家长学

校及文明实践阵地等，开展“做文明有礼的武进人”等教育培

训；印发宣传手册 50 万余份，发出文明养犬、文明出行、文明

旅游、文明餐桌等各类倡议。 

二是典型选树激发道德自觉。开展多种形式的典型选树、

学习评议活动，让广大市民学有榜样、行有典范。广泛选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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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典型，以身边典型来激发道德自觉，开展身边好人、道德模

范、阳湖先锋、最美人物等评选表彰，建立善行义举榜、好人

广场（公园、长廊）、乡贤馆，让平民英雄成为学习的榜样，

凡人善举成为践行的标杆。有效释放好人效应，发挥身边典型

辐射带动作用，发挥社会组织在调解纠纷、扶弱济困、助学帮

学、关爱特殊群体等方面积极作用，为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

会稳定提供有益补充。切实发挥讲堂作用，积极推动道德讲堂

融入社会治理，针对现实中群众关注的铺张浪费、厚葬薄养、

诚信缺失等社会热点问题，创新形式、拓展外延，开展“百姓

视角”巡讲巡演，通过群众评、群众议、群众辩的互动形式，

去伪存真、祛恶扬善、形成共识。 

三是文明实践引领社会风尚。坚持提升认知与推动实践相

结合，积极拓宽群众参与渠道，组织开展多形式的志愿服务和

文明实践活动。积极开展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

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引导各创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为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铺垫精神基石。持续打造“文明实

践 志愿同行”品牌矩阵，有效整合分散在各部门的资源，构建

“15 分钟服务圈”，发挥 40 支区镇两级常备支队和 700 多支特

色志愿服务队、30 万名志愿者力量，让各种“小而美”的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遍地开花。注重最大限度把群众智慧力量调动起

来，运用群众力量推动突出问题的有效解决，在公园、商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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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组织公共文明引导员，开展文明劝导和秩序引导；在

各重点行业和单位组建“道德评议会”，褒扬讲诚信、讲公德

的人和事，鞭挞失信、失德的人和事，以“民间舆论场”形成

有力道德约束。 

 

 

盱眙县：发挥德治教化作用  
激发乡村善治活力 

 

近年来，盱眙坚持打造“善道盱眙”道德风尚品牌，持续

推动公民道德建设与乡村善治有机结合，探索建立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初步形成“三治合一”的乡村“善

治”格局，着力促进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充满活力。 

一是典型选树崇德，强化道德建设引领。构筑由 653 名好

人组成的国家、省、市、县四级好人精神传播矩阵，推动形成

“好人磁场”，形成学好人、做好人的崇德风尚，为乡村善治

提供澎湃持久的精神力量。常态化选树身边好人，每月开展镇

级好人评选，每季度开展县级好人表彰，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各

类好人推出来、树起来，以发生在百姓身边的善行义举和典型

事迹传递“善道”文化。个性化用好好人典型，推动身边好人

以其经验、专长和道德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组织 80 多名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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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好人与仇集山区中学“认亲”，结队做起留守儿童的“山

爸山妈”，让留守娃享受“家的温暖”。 

二是移风易俗立德，推动自治体系建设。坚持乡村人情味、

不背人情债，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划出一条红线，营造

向上向善的新风气。全县各级党员干部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

在抵制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方面示范引领群众，以良好党风

带政风促文明民风。各镇村以杜绝铺张浪费、抵制高额彩礼、

摒弃不文明丧葬等为内容制定村规民约，通过设立新风教育馆、

成立移风易俗宣传队、组织移风易俗月月谈、进行“美德银行”

积分奖励等活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给陈规陋习戴上“紧箍

咒”，让干部和群众在互动交流中改变观念、提高认识，不断

形成移风易俗长效机制。 

三是文明实践润德，丰富德治形式内容。依托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构建覆盖广泛、方便群众的阵地网络，

建成群众心有所系、情有所寄的精神家园。持续开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平语话家常”“泥土课堂”“农船党课”等“接地气”

理论宣讲，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学到科学理论，提高思想认识。

围绕“服务老、养育小”、基层社会治理等群众最关切的问题，

常态组织开展“睦邻守望——九九好邻居”“爱心洗衣房”“暖

心小棉袄”等关爱老人和“向阳花开”等关爱留守儿童的务实

管用暖心志愿服务项目，为群众提供精准服务。组建成以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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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群众身边“不走的”村级志愿服务队、社会志愿服务

队，推动形成亲帮亲、邻帮邻、邻里互助一家亲的志愿服务文

化，积极构建互帮互助的民风环境、舒适优美的人居环境、诚

实守信的人文环境，为乡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注入强劲动力。 

 

 

如皋市：集体婚礼树新风 移风易俗倡文明 
 

近年来，如皋市坚持以深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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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简约、高雅、文明、健康的婚礼仪式，努力营造庄重

大方、简办俭办、积极向上的婚俗新风，持续丰富“微笑之城、

大爱如皋”品牌内涵。 

一是注重因势利导，推进婚俗改革。针对疫情期间不少新

婚夫妻婚礼推迟或取消的现状，结合“5.20”特殊时点，策划如

皋集体婚礼活动，通过报、网、台、微全媒体矩阵，向全市青

年发出“新时代新风尚新青年新婚礼”倡议。依托“大妈说彩

礼”主题沙龙、移风易俗专题道德讲堂等载体，大力推广“时

尚、节俭、温馨、浪漫”的婚礼文化，引导广大适龄青年带头

抵制高价彩礼、带头倡导婚事新办，争当文明新风的倡导者、

践行者、引领者。选树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新风典型，深度挖



 

 — 7 —

掘、总结提炼先进事迹，试点举行全市 50 对新人集体婚礼，通

过“如皋发布”微信公众号、“如 e 如皋”APP 等平台大力宣

传，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二是注重品牌打造，引领文明风尚。围绕形式新颖、载体

丰富、内容精彩、服务贴心，组建“新青年新婚礼志愿服务队”，

为全市青年简办新办婚事提供免费咨询、策划、主持、拍摄等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让新人感受到参加集体婚礼的礼遇和尊重。

推出湖畔婚礼、草坪婚礼、骑行婚礼等新潮形式，精心设置书

记市长证婚，文明家庭送祝福、金婚夫妇赠锦囊、“爱的初心

课”“致未来的一封信”等环节，让集体婚礼简约不失高雅，

庄重不失浪漫。通过婚礼仪式全程直播、全网推送，促进越来

越多的适龄青年和市民朋友开始接受简约适度的婚恋新观念，

从“亲历者”“见证人”转变为集体婚礼的“推荐者”“宣传

员”，推动文明婚俗理念持续深入人心。 

三是注重常态规范，加强制度管理。本着边进行、边探索、

边改进的工作原则，在广泛征求市民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如

皋市新时代婚礼新风公约》《人情减负“如新风”公约》，印

发《关于进一步明确集体婚礼活动相关规定（试行）的通知》，

制度化开展市镇村集体婚礼，倡导简办、俭办婚事，不断提升

社会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探索将三级集体婚礼制度化运

行纳入文明乡风培塑行动考核体系，依托镇村精神文明建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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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现场推进会、移风易俗专项督查等载体开展实地观摩、现场

指导，实现活动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鼓励文明

村、文明社区根据“如新风”公约，积极探索、先行先试，逐

步形成简约文明的婚席流程，做好跟踪服务，推动移风易俗和

乡风文明工作向纵深发展，着力实现城乡一体文明。 

 

 
 

 

 

 

 

 

 

 

 
 

 

 
报：中央文明办 

省文明委主任、副主任、委员 

发：各设区市、县（市、区）文明委、文明办，省文明委成员单位 

                                   （苏简字 1004号  共印 40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