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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贾汪区：推动建设群众举步即至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2022 年以来，徐州市贾汪区在全区范围内实施新时代文

明实践阵地拓展延伸工程，针对部分实践站建设条件受限不足

以满足群众需求的情况，在自然村、居民小区布局建设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有效实现“家门口”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

群众、服务群众。 

盘活闲置资源，夯实阵地基础。注重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统筹协调作用，在设施权属不变情况下，有效整合利用

旧祠堂、老建筑、古民居、旧厂房、旧库房等闲置和空置场地

资源，按照“冬有暖气、夏有凉风，瓜子水果常备、功能场所

常用”标准，科学规划群众身边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设。结

合各实践点硬件设施条件和群众需求，建设具备爱心助餐、义

务理发、读书学习、棋牌娱乐等功能的活动室，打造身边榜样

事迹展示区、便民物品（信息）共享区等特色功能区，着力为

群众打造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活动平台，提供优质便捷的优

质惠民服务。 

培养服务队伍，倡树良好风尚。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

设，成立由村（社区）“两委”成员+全科联络员+村民小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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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楼栋长）+村民构成的志愿服务队伍，明确实践点工作责

任。注重发挥“五老”人员、群众性活动带头人、乡土文化人

才等作用，组建群众身边不走的志愿服务队伍 130 余支。组织

志愿者担任“民生观察员”，在实践点内和群众话家常、聊心

事，及时掌握群众思想动态，做好思想工作，累计调解矛盾纠

纷 960 余例，把群众紧紧凝聚在党组织周围。随着文明实践点

建设的不断深入，各类志愿服务队伍得到持续发展，群众参与

文明实践活动和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步增强，“我为人人、人人

为我”的良好风尚日益浓郁。 

用好活动载体，丰富实践活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广泛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大力弘扬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日常活动和品牌活动相结合，突出

思想引导、道德教化、文明洗礼、文艺熏陶，组织各类日常活

动，积极打造贾汪草根秀群众自办文化活动、“贾汪正能量 身

边好榜样”典型选树宣传活动等特色活动，先后开展各类文明

实践活动 2000 余场次。注重用好周末和节假日等时间节点，

链接上级送戏下乡、爷爷奶奶课堂等优质资源，组织开展广场

舞比赛、儿童绘画作品展等活动，发动大学生、教师等志愿者

开展“假日课堂”，着力提升服务效能，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好

事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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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连云区：积极打造 
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圈 

 

近年来，连云港市连云区持续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工作，依托中心、所、站构筑的阵地网络，着力打造文

明实践文化服务圈、生活服务圈、志愿服务圈，努力画好文明

实践“同心圆”。 

共建共享“新平台”，构建文化服务圈。深度整合阵地

资源，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区文化馆、图书馆一体建设，

打造形成文明展示中心、理论讲习所、“学习强国”体验区、

亲子阅读室等功能区，实现文明实践和文化客厅的合二为一、

共 建 共 享 。 按 照 示 范 引 领 、 城 乡 同 步 原 则 ， 建 成

“1+9+47+216+N”五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体系，形成点面

“全矩阵”、实践“一刻钟”。精心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

家教家风建设等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新华网、交汇点等主

流媒体宣传报道，全面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宣传度和

知晓度。 

创新实现“多路径”，密织公共服务圈。坚持群众在哪

里，文明实践就开展到哪里，采取“中心牵头、社区搭台、

群众为主”的组织模式，在居民聚集区、农村集市等公共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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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构建点多面广、便民利民的文明实践服务站点，持续开

展百场理论宣讲“我来学”、百支公益队伍“我同行”、百

个“微心愿”我点亮、百场“微实践”我接单，推动文明实

践处处可为、人人可为、时时可为。注重将传播党的创新理

论与群众生产生活有机结合，打造推出“幸福 in·暖心计划”

“理论宣讲进农村 凝心聚力助力乡村振兴”等品牌项目，依

托“红帆大讲堂”“渔民讲习所”等载体，策划开展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活动，让科学理论的学习宣传实

践在城乡基层更加生动、更加鲜活、更加多彩。 

持续焕发“原动力”，扩大志愿服务圈。坚持以志愿者

为主体力量，引导党员干部、文化文艺工作者、科技能人、

“五老”人员、身边好人等群体，组建“8+N”志愿队伍，做

大志愿服务“朋友圈”。实施文明实践“牵手计划”，组织

53 家文明单位、爱心单位志愿队伍与村居结对，认领普惠性

志愿服务项目，定期开展扶贫帮困、关心关爱等志愿服务，

注入文明实践新活力。常态开展“文明连云·你我同行”实

践行动，推动形成市民和游客共建共享文明实践体验场景，

吸纳和带动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有效凝聚志愿服务力量，激

发文明实践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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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建邺区：探索婚俗改革新路径   
打造文明实践新载体 

 

近年来，南京市建邺区积极开展倡导文明婚俗、弘扬良好

家风等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不断拓展延伸群众身边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阵地，为促进婚姻幸福、家庭和谐、社会稳定贡献文明

实践力量。 

多层次打造婚俗文化特色实践载体。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密切合作，挂牌成立全区首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依托婚前心理疏导室、婚姻家庭辅导室、矛盾调

解冷静室等功能室，为群众提供婚姻文化和婚姻辅导等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建成区婚姻文化展示馆并免费向市民开放，通过

对古今中外婚姻文化追本溯源，以婚姻文化中的“文明基因”

为核心密码，介绍从儒家伦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婚姻文

化、婚姻登记管理制度变迁、婚姻习俗变迁等内容，着力弘扬

“久久为功久久红、同心共筑幸福梦”的婚姻理念。以推进国

际化社区建设为契机，建立了水西门社区家风家训展示馆，结

合涉外婚姻登记，开展中外婚姻文化交流活动，以构建家庭的

幸福美满，助推社会的文明和谐。 

多维度开展文明家风主题实践活动。围绕婚俗改革、婚恋



 

 — 7 —

观念等主题，广泛组织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积极构建健康文明

的婚姻价值观。定期开展好家风好家教好家训“进家庭、进社

区、进校园、进企业”、“弘扬文明婚俗·构建幸福婚姻”进

社区、婚姻家庭课堂等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大力宣传健康文明

的婚姻价值观和家庭文化，摒弃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观念，

树立良好的社会新风尚。持续开展“走进新时代——民法典宣

传”系列讲座，加深居民对法律法规内容的了解和认识，提升

居民学法用法和开展文明家庭建设的能力。每年举办主题集体

婚礼、公益单身交友等活动，现场设置了文明婚俗新风倡议宣

传墙、婚俗改革签名墙等，向市民们宣传文明婚俗新风，相关

经验做法被《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多渠道推动实践队伍建设模式创新。围绕推进婚俗改革落

地见效，在制度机制、形式方法等方面积极探索新时代文明实

践队伍建设创新发展。建立特邀颁证员制度，设立地方领导、

道德模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为主体的“特邀颁证员库”，

邀请他们以文明志愿者身份定期到婚姻登记现场给新人颁证，

强化新人登记的“仪式感”。建强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总队法律服务志愿服务支队，为婚姻当事人提供婚前辅导和离

婚调解服务，开设婚姻课堂，定期开展婚姻家庭知识宣传教育，

有效化解婚姻家庭矛盾。建优婚俗改革品牌项目，引导专业社

会组织承接婚俗改革服务，打造形成“婚前辅导和离婚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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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建邺·幸福一生”等特色服务品牌，推动全区婚姻家庭

辅导服务、婚俗改革项目化、专业化、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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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