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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盐都区郭猛镇：坚持多元融合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落地见效 

盱眙县淮河镇城根村：建强文明实践阵地 激发文明实践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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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盐都区郭猛镇：坚持多元融合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落地见效 
 

盐城市盐都区郭猛镇是以郭猛烈士命名的乡镇。近年来，

郭猛镇传承红色基因、深化文明实践，坚持“因地制宜、盘活

资源，就近就便”原则，立足特色、打破边界、融合资源、贯

通阵地，努力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特色化多元化建设，着力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构建党建服务+，积极传播党的好声音。注重充分依托红色

资源，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建成郭猛烈士生平展馆、廉政文化

长廊、红色文化广场等文化阵地，形成一馆一廊一场的思想教

育线路。依托党员远程教育平台、郭猛镇党校，在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搭建“学习强国”加油站、党员活动室、宣讲交流角等

活动阵地，机关干部、百姓名嘴、党校教师走进实践所广泛开

展“大讲堂”“小课堂”，将党的新思想好政策宣讲到群众身

边，全年开展理论宣讲活动达 50 场次以上，持续推动党的创新

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构建文化服务+，增强群众精神获得感。深入挖掘地域文化

特色，整合公共文化资源，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建设相融合，不断提升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

养。发扬传承被百姓称为“布衣青天”沈拱山的民间故事，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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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山议事堂，常年开展“身边好人评议”“村规民约评议”“移

风易俗评议”、道德评议会等活动。整合文化服务中心资源，建

成藏书达 4 万余册的高标准乡镇图书馆，为服务群众文化生活配

套建设 100 多平方米的健身中心、3000 余平方米的雷锋广场，

常年开展全民阅读、健身活动、广场舞展演、法制宣传等文明实

践活动 150 余场次，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明素养。 

构建关爱服务+，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围绕“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的目标，打造面积达 2500 平方米的青少年活动阵地，

建有古筝、钢琴、舞蹈、书法、素描、架子鼓等专业课教室，

定期开展特色课程活动。推动建设藏书 5000 多册的儿童书吧和

配有 10 多套大型科普器材的少儿科普乐园，满足孩子课外学习

娱乐需要，解决家长在育儿中的难题，成为群众家门口的“文

化充电站”。实践所依托户外阵地建设一批校外国防教育游学

基地、农学教育实践基地，组织孩子们参加亲子游、农事体验

等活动，每年服务青少年学生达 3 万余人次，教育引导青少年

在寓教于乐中感悟伟大时代、体验科学魅力、接受文明洗礼。 

 
 

盱眙县淮河镇城根村：建强文明实践阵地 
激发文明实践活力 

 

近年来，盱眙县淮河镇城根村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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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结合地处城郊结合部的社情民情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

志愿服务活动和特色文化活动，让文明实践的“种子”开花结果，

文明新风吹进群众心田。 

整合资源建好便民“前哨站”，提升服务“源动力”。围

绕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着力做好资源整合，积极搭

建文明实践交流平台，为文明实践注入鲜活动力。一是注重优

化空间功能。推动实践站各功能室配置持续优化，实现一站多

点、一室多用，将农家书屋打造升级成居民议事室和党员群众

教育点，在为居民提供优质阅读环境的同时开展教育实践。在

实践站内创新打造“枕水直播间”，每周由实践站站长带头，

组织村干部、农企代表等轮流帮助村民直播带货，搭建村干部

与群众交流的“连心桥”。二是注重拓展服务功能。在文明实

践站建设过程中，优先将便民服务中心设在文明实践站，设置

社保、工商、退役军人等服务窗口，不断优化服务类型，合理

配置智能化设备，实现“一站式受理，全链条服务”，让群众

既能办理业务又可以享受到实践站提供的多样服务。三是注重

线下线上同步。按照“基本功能再提升、核心功能再增强、特

色功能再突出”的要求，构建“6+N”阵地功能体系，线下直

接提供党群服务、政务办理、法律咨询、帮办代办、物业管理、

文体活动等 6 项基本服务，为居民日常生活保驾护航。线上借

助“智慧广电”等平台，群众足不出户在家即可了解镇村文明

实践工作动态、志愿服务活动公告、公益电影节目预告以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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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农业种植技术等，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品牌引领打造服务“新引擎”，增强发展“创新力”。着

眼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力量，积极打造针对性强、易于推广、群

众认可度高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特色品牌，通过品牌化引领，

推动文明实践常态化开展。一是围绕强化思想引领育品牌。推

出“理论宣讲下午茶”志愿服务项目，邀请百姓名嘴、老党员

老干部讲政策话发展，用土话乡音传递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治国

理政思想，助推党的政策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探索开展

“邻里守望·九九好邻居”主题活动，挖掘邻里守望相助典型，

大力宣传当地先进典型感人事迹，将邻里守望的文明乡风内涵

具体化、生动化展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农村思想

阵地。二是围绕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树品牌。根据群众不同需求

推出“五点半课堂”“青衿有‘阅’”“红色解忧”政务代办

等 30 余项志愿服务项目，累计服务群众 4000 余人次，有效丰

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三是广泛吸纳乡贤能人创品牌。积

极邀请淮河籍企业家开展座谈交流、分享经验做法，以打造“先

锋带头赋能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品牌为引领，邀请种养殖能手

大户、致富带头人等各行业优秀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向居民群

众传经送宝，拓宽致富思路，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聚焦需求搭好惠民“大舞台”，激发治理“驱动力”。始

终坚持把群众需求作为文明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文明

实践、物业管理和社会治理有机融合，推进阵地共享、服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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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一是突出“惠民”力度。以志愿者为主要力量，以志愿服

务岗为主要阵地，常态化采取入户走访、群众心愿墙、民生需

求征集薄、“码上议”平台、四单工作法等多种途径征集群众

实际需求，精准设计志愿服务项目清单，通过集中开展志愿活

动、点对点帮扶等方式对单销号，有效提升群众满意度。二是

突出惠民“深度”。着眼蔬果种植大户的管理销售难、部分居

民子女无人照料、娱乐健身场地较少等突出问题，组织开展农

技培训、课业辅导、儿童代管等多种特色志愿服务，深入打造

了枕水芳华妇女微家、枕水小剧场、乐运健身房、非遗体验馆

等 19 个特色功能室，为居民群众提供更多“家门口”的活动空

间。三是突出惠民“广度”。积极探索“宣传先行＋教育引导”

模式，推动文明实践和社会治理有机融合，开展普法小课堂、

乡村悦读会等特色活动，积极引导先进模范人物、老党员、退

休教师等群体，在协调邻里纠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实

施村规民约等方面工作中发挥教育引导作用，调动群众“自治

细胞”，共建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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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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