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工作资料  注意保存 

 

江苏精神文明建设简报 

第 6 期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专刊 37） 

江苏省文明办                           2023 年 3 月 30 日 

 

编者按：当前，我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

已实现县乡村三级全覆盖，补齐短板、强化协同，提升建设水

平、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已成为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的重要课题。2022 年以来，苏州市把准市级在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中的功能定位，由市文明办牵头联合市级各行业

部门开展行业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探索，通过构建行业文明实

践枢纽阵地，开展行业志愿服务活动，引导行业部门统筹资源

服务基层，全面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质效。现将苏州市探

索行业文明实践路径的主要做法刊发如下，供各地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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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积极探索行业赋能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路径 
 

2022 年以来，苏州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的决策部署，在实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工作网络全覆盖的基础上，针对基层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存在

专业力量不够丰富、资源利用不够充分、服务人群不够全面的

问题，由市文明办牵头联合市级各行业部门开展行业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探索，通过构建行业文明实践枢纽阵地，开展行业

志愿服务活动，引导行业部门统筹资源服务基层，更好发挥文

明实践在城乡基层理论传播、舆论引导、文化浸润、文明风尚

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全面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质效。 

完善行业网络，拓展文明实践“服务圈”。以激活行业资

源为出发点，构建行业文明实践阵地网络，完善运营管理机制，

让文明实践“随处可见”。建设行业文明实践分中心。通过调

研基层文明实践所、站的群众需求，围绕与群众社会生活联系

紧密的行业条线，市文明办先后与住建、交通、园林绿化、应

急管理、民政、司法、城管、文化旅游、体育、卫生、科技、

水务、教育、退役军人、国资等 15 家市级行业部门深入研究，

分别制定出台了各行业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实施方案，把文

明实践工作与部门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激活行业优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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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志愿服务项目形式下沉到文明实践所、站。通过建设行

业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统筹协调本行业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建立健全站点布局、运营流程、队伍建设、激励监管等各

项工作机制，指导行业各基层单位开展文明实践工作；通过组

建行业志愿服务枢纽型组织，以“业务+志愿服务”模式，挖掘

贴近群众需求的专业志愿服务项目，针对服务对象与属地中心

（所、站）协同开展特色文明实践活动，更好地提供专业化、

精准化服务。设立行业文明实践特色阵地。为进一步拉近业务

工作与群众的距离，延伸服务触角，各行业部门拿出最优质的

资源，在行业特色突出、服务群众便捷的场所打造本行业新时

代文明实践核心阵地，在城乡各类场所广泛设立文明实践点，

做好站点形象展示、制度公示、活动开展告示和效果展示，因

地制宜开展行业志愿服务活动，打造特色项目品牌。市园林绿

化部门把文明实践做到园林景区、生态湿地、国有林场内，实

施了“寻访救护野生动植物”“小学生一日林长”等志愿服务

项目，引导青少年感受自然之美、保护生态环境；市住建部门

把文明实践做到工地上，在建筑工人集宿区内建设“助建驿站”，

打造了服务工友、辐射周边群众的“流动实践点”；市水务部

门把文明实践点建到水厂、滨水长廊里，通过“一滴水的旅行”

“水讲堂”等项目进行节水净水宣传。目前全市已布局行业新

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1200 多个，1143 个市级以上文明单位均建立

了文明实践点，居民群众享受服务、参与活动的便利性大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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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打造文明实践“双棋盘”格局。借鉴苏州古城 2500 多年“河

街相邻、水陆并行”的“双棋盘”布局思路，通过行业三级网

络（市级指导中心+行业分中心+特色行业实践点）和覆盖城乡

的“十百千”（10 中心+103 所+2123 个站）三级网络并行，形

成了条块结合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双棋盘”布局。以“苏州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为枢纽，通过资源共享、队伍共建、

服务共促，不断丰富城乡文明实践工作内容。各行业分中心与

镇、村（所、站）深入开展合作，市住建行业依托物业服务在

住区文明实践站设立“全龄宜居”实践点，开展“社区+物业+

养老”志愿服务模式，积极打造“住苏州 建宜居”特色品牌。

各所、站积极导入行业优质资源丰富文明实践内容，太仓市城

厢镇电站村引入退役军人事务局资源建设了双拥国防园，引入

司法局资源建设了法治主题公园，引入卫健委资源合作建设了

中草药种植实践田，成为村级文明实践站资源整合的优秀案例。 

建强专业队伍，激发志愿服务“活力圈”。以增强行业资

源使用效率，推动可持续发展为着力点，引导群众走进阵地、

参与活动、加入志愿者，让文明实践“随时随地”。注重专业

赋能。各行业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根据基层文明实践需要提供

专业培训、项目提升协助，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更高

效、可持续。各分中心成立枢纽型志愿服务总队及各类专业型

志愿服务队，开发了行业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培训课程 52 种，纳

入市指导中心培训课程体系，线上以“共享课堂”形式进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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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化分享，线下针对全市志愿服务组织负责人每月开展业务培

训。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组织各行业志愿服务队参加各

中心（所、站）志愿服务活动，根据基层需求策划志愿服务项

目，提高文明实践所、站活动成效。针对社区未成年人教育的

需求，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设计了“湿地小科学家养成计划”

志愿服务项目，将兴趣培养和自然教育体验相融合，开发了“湿

地观察员”“湿地调查员”“湿地讲解员”等系列课程，由专

业志愿者带领社区亲子家庭体验学习，让孩子从调查自然开始，

逐步养成爱护大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良好风尚。姑苏区在

老城区农贸市场改造过程中缺乏文化元素的融入，市文广旅局、

市文联根据需求，组织专业文化工作者、艺术类大专院校师生

组成志愿服务团队，创新开展了“集市文艺空间打造”项目，

把城市文化元素充分融入集市公共空间，因地制宜设置艺术展

陈，打造了一批传承江南文化、展示苏式生活、弘扬文明新风

的主题集市。注重特色赋能。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平

台征集、志愿者上门、设置文明实践信箱等方式充分征集服务

需求，特别关注重点人群，策划设计具有引领性、精准性、持

续性、成长性的实践项目。市交通运输局整合轨道交通、公交、

客运、出租车、网约车、物流等子行业成立了交通行业文明实

践联盟，将文明实践触角延伸到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中，摸清

从业人员底数，弥补服务“空白点”，通过打造“司机之家”

“暖蜂驿站”等交通特色文明实践点，提供健康义诊、技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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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培训等服务，同时积极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开展城市环境体检“随手拍”、弱势群体“帮采买”等志愿服

务项目，有效提升了行业文明素养。市城管、园林绿化、文化

旅游部门会同姑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开展了“净美古

城 乐游姑苏”志愿服务项目，依托古井保护志愿服务队、净美

街巷志愿服务队等特色专业团队，恢复古井 24 眼，打造古城净

美街巷 300 条，建设街巷特色花境万余处，开展了“古城街区

游线征集大赛”特色文化活动，推选了 10 条文化特色街区游览

线路，由群众志愿者维护门前绿化、设计街巷游线、讲述古井

古街古城故事，让游客充分感受“苏式生活”之美。注重科技

赋能。“苏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平台”设计开发了“行

业文明实践分中心”功能模块，绘制了全市文明实践网络地图，

通过一图导览、一键导航，实现“双棋盘”格局全覆盖管理。

在全面落实“点单、派单、接单、评单”的基础上，增加了“供

单”“拼单”环节。各行业分中心汇总行业资源，上传至平台

“资源共享”模块给中心（所、站）进行“供单”，在原有资

源的基础上，平台新增了行业场地资源 526 处，项目资源 689

项，团队资源 334 支，使信息共享、资源对接更加便捷高效。

各行业匹配群众需求合作设计开发志愿服务项目进行“拼单”，

发布实施了“江南美学”户外婚姻登记服务（民政、园林行业

拼单）、苏州评弹唱民法（文旅和法律行业拼单）、困难军人

家庭“助医行”（退役军人系统和卫健行业拼单）等 100 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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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志愿服务重点合作项目。设立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排行

榜”，通过资源提供数和对接数、志愿者活跃度等指数实时查

看各地各行业部门开展活动的情况。把全市各级文明单位纳入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体系，创新开发文明单位动态积分管理系

统，鼓励文明单位创建争先进位，提供特色资源、开展专业化

志愿服务活动，有效提升了行业文明建设水平。 

聚焦群众需求，放大百姓生活“幸福圈”。以引领群众需

求，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为落脚点，广泛开展民生领域各类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文明速递”到社区、“文明配送”进万

家，让文明实践“随手可得”。提高思想凝聚力。紧紧围绕学

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首要政治任

务，广泛开展理论政策宣讲，充分发挥行业志愿者专业优势，

策划推出“百名局长百场宣讲”“交通别样红”“小吴法官说

法”等理论宣讲项目，通过平台对接，配送到各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丰富宣讲形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新思

想，组织行业志愿者深入城乡文明实践站把劳动就业、医疗、

养老、入学入托等群众最关心的政策法规讲明讲透，通过“车

间小板凳宣讲”“红色稻田课堂”等形式，结合不同场景带领

群众深入学习。市文旅行业整合社会资源策划推出了“电影党

史课”文明实践项目，通过“映前十分钟”理论小课堂深入浅

出地把党的创新理论、党史小故事讲给观众听，年度展映红色

电影 5800 场、惠及群众 30 余万人，切实提高了新时代文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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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工作对群众的凝聚力，提振了基层群众精气神。增强群众满

意度。围绕群众衣食住行，结合社区“15 分钟生活圈”打造，

针对性地开展普惠型、特惠型、互惠型志愿服务项目，方便群

众生活。市卫健委、市住建局联合开展“健康住区 物业护航”

项目，创新实施“物业+急救”跨行业志愿服务模式，由卫健委

急救专业团队定期对物业工作人员进行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

各社区组建了居民身边 24 小时在线的“第一救护人”志愿队伍，

对社区居民开展急救知识公益培训，推广全民参与自救互救的

理念，提高了居民自治能力，融洽了居民和物业关系。市教育

局与团市委合作，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办“家门口的暑托

班”1355 个，累计服务超过 23 万人次，创新开展“嵌入式”服

务，解决了一大来苏务工人员子女暑期无人看管的后顾之忧，

满足异地求学儿童参与暑托班 5.9 万人次，传递城市温暖。2022

年全市各行业开展涉及民生领域的志愿服务项目达 1.7 万余个，

深受群众好评。扩大培育覆盖面。组建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

导员队伍，以行业部门分管领导、职能处室负责人为主体，选

拔各行业专业志愿服务团队负责人加入，目前共有文明实践指

导员 987 人，成为全市文明实践及志愿服务工作的骨干力量。

市指导中心通过《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策划》《志愿服务团

队领导管理能力建设》等专题课程，对指导员队伍进行系统化、

专业化培训，不断提升理论修养和专业能力。文明实践指导员

深入基层文明实践所、站开展专业化培训指导，有效带动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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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基层优秀志愿服务项目运行。15 家行业分中心每年推出一

批专业化志愿服务项目并与文明实践所、站进行落地结对共建，

带动更多的优秀项目。由市卫健委、市应急管理局、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等部门合作开展的“应急救助普及”项目，通过联合

蓝天救援、“驴先生”应急救护、退役军人应急救援、金色闪

电急救科普、红十字应急救援等多支专业志愿服务队，对社区、

外卖快递小哥、驾乘人员等不同群体开展培训，普及应急救援

知识，带动了全社会学习应急救援技能的热潮。目前，全市城

乡均建立了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文艺服务、助学支教、医疗健

身、科学普及、法律服务、卫生环保、扶弱帮困等常备志愿服

务队，注册志愿者达 291.46 万人，星级志愿者达 74.45 万人，

涌现出了一大批全国、全省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全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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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央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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