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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打造“童声宣盐”品牌

近年来，盐城市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拓展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载体，不断创新思路、办法、机制，着力打造

“童声宣盐”红领巾宣讲活动品牌，组织广大少年儿童用“童

言童语” 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一、加强馆校共育，拓展品牌广度。实施“童声宣盐”红

领巾讲解员“百千万工程”行动计划，引导少先队员踊跃参与

行动计划，全市每年培育 10000 名校级、1000 名县级、100 名

市级优秀“红领巾讲解员”。围绕“擦亮‘盐城蓝’”“守护‘生

态绿’”“赓续‘基因红’”三大主题，在全市范围内遴选一批育

人特色鲜明的革命场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等建设“红

领巾研学馆”，各学校每学期向联建共育的“红领巾研学馆”推

荐优秀“红领巾讲解员”，常态化开展志愿讲解服务，将所知所

学讲述出来、传播出去，实现全市各级各类场馆的“红领巾”

志愿讲解服务 100%全覆盖。

二、创新文明实践，挖掘品牌深度。在全市中小学组建“红

领巾宣讲团”，通过校园红色讲堂、红领巾广播站、红领巾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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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班队会、国旗下宣讲和演讲比赛等多种载体形式开展宣讲，

宣传党的创新理论，讲述红色历史故事和先锋模范故事，引导

学生深入学习了解党的光辉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从小坚定听

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同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等阵地，组织优秀宣讲团成员积极参与到“强国复兴有我”

“铁军魂 盐城红”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中，在生动的宣讲实践

中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盐城考察时重要指示精神，用活用好全市红色纪念场

馆、烈士命名镇村、革命遗址等红色资源，创新载体、丰富内

容，组织开展以红领巾寻访、红领巾志愿讲解、红领巾校外研

学等为主要内容的访讲研活动，引导青少年在沉浸式的体验中

学习了解红色文化，以实际行动赓续红色基因。

三、坚持以赛促建，增加品牌热度。组织开展“童声宣盐”

全市“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活动，为全市“红领巾讲解员”

交流学习、展现自我搭建平台，并评选表扬市级优秀红领巾讲

解员，通过示范引领全面提升“红领巾”讲解队伍能力水平。

举办全市“红领巾宣讲团”选拔赛，选拔“金牌红领巾讲解员”

“优秀红领巾讲解员”组成市红领巾巡回宣讲团，在全市中小

学校开展巡回宣讲，用学生愿意听、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开

展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将红色的种子撒播得更远更

广。活动开展以来，已培树出以“新时代江苏好少年”徐钰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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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一大批传播红色文化的少年典型，盐城选拔的“金牌

红领巾讲解员”连续两届晋级省红色故事宣讲大赛，取得了较

好的工作成效和社会反响。

四、擦亮金字招牌，提升品牌知名度。深化亭湖区“亭优

少”红领巾宣讲团、盐都区“红领巾百人百场宣讲”主题活动

等各地特色项目建设，构建“童声宣盐”创新实践品牌矩阵，

推动形成工作合力。着重打造新四军纪念馆“强国复兴有我 红

色基因代代传——‘小铁钉’志愿讲解服务队”品牌服务项目，

通过加强馆校共建、健全制度建设、组织选拔培训，常态化开

展好宣传讲解、研学教育等项目服务，引导小讲解员们在志愿

服务的实践体验中更好地学习了解新四军的光辉历史，领悟感

受新四军的革命精神。截至目前，“小铁钉”志愿讲解服务队累

计注册志愿者 490 余名，总服务时长超过 14700 小时，项目获

评“江苏省博物馆志愿服务优秀案例”。

江阴市：厚植文明乡风 建设和美家园

江阴市坚持把文明乡风建设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务实

创新举措，大力提升文明乡风建设水平，为美丽江阴建设提供

强大的精神支持和深厚的道德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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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焦铸魂塑形，筑牢文明乡风根基。深入推进“理响

江阴”理论宣讲“七进”行动，组织百姓名嘴基层巡讲 1600 多

场次，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扎实开展

“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2000 余项，深入实

施文明乡风提升工程，深化江阴文明“八不”行为规范和“做

文明有礼江阴人”主题实践活动，覆盖群众 35万余人次，倡导

广大农民群众形成文明习惯、提升文明素养。在镇村醒目位置，

布设文明乡风宣传栏、文化墙 1600 多个（面），讲文明树新风

等公益广告6000余处，让农民群众在耳濡目染中增强价值认同。

二、聚焦涵育践行，弘扬文明乡风风尚。坚持每月评选发

布江阴好人，创作《炎黄精神代代传》《柏军政的制造梦》等好

人作品，设立“道德模范馆”等，充分发挥身边好人参与文明

乡风建设，示范引领农民群众见贤思齐，涵育文明乡风。开展

农村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推出《山泉“流”行新风尚》

等 18 个移风易俗典型案例宣传，建立完善“一约四会”制度，

推出红白理事会等示范点 20 个，推行文明实践积分制，开展农

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推动文明乡风建设落

细落小。深化“学雷锋学炎黄见行动”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创

新打造“澄艺夜校”文明实践品牌，每年组织全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一月一主题”重点项目 12 期 2400 多个，吸引志愿者 10

万余人次，受益群众超 4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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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焦以文化人，积淀文明乡风底蕴。结合“我们的节

日”“三下乡”，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持续

推动“锡剧、二胡、书法”进校园。聚焦农民群众需求，健全

完善基层文化设施，积极发挥村史馆、农家书屋等文化设施作

用，依托全市 28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通过讲、帮、传、

送、演等多样化服务形式，广泛开展特色民俗文化、文艺晚会、

运动会等活动，组织文艺、文化小分队赴各村镇社区、学校、

军营、企业单位等送戏送演出 85 场，送评弹 255 场，送电影 2424

场，送书 19280 册，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四、聚焦环境美化，展现文明乡风新貌。连续 4 年组织开

展“美丽江阴·美家美户”系列推荐展示，推出 100 个“最美

乡村、最美院子、最美书房、最美门店、最美楼道、最美街巷”，

不断提高农民群众“家门口”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结合“全澄

有爱”志愿服务活动日，广泛发动干部群众积极参与“三美一

高”“三清三治”“九大专项提升行动”，实施“微幸福”工程项

目 288个，全市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持续稳定在 99.99%，农

村污水治理覆盖率达 93.2%，174个行政村实现生活垃圾分类设

施全覆盖，建成现代“美丽农居”54 个，推动全市农村人居环

境由“一片美”迈向“全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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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县：多措并举创新打造夜实践品牌

东海县主动回应百姓求知求富求美需求，利用夏日群众夜

晚休闲时间，创新打造文明实践“夜”模式，打通新时代文明

实践进基层“最后一米”，赢得群众纷纷参与和一致点赞。

一、聚焦新思想传播，提升基层参与度。书记讲堂阐释新

理论。充分放大党组织负责人带头宣讲的功效，先后组织 420

余名县、乡、村三级党委（党支部）书记来到讲堂、走进报告

厅，开展点对点、面对面地宣讲，用生动的语言结合鲜活的事

例全面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

十大及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先后举办“深化改革谋发展”“提

高乡村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夜场宣讲与报告会，

吸引干部群众热情参与。百姓名嘴讲透新政策。围绕深化改革、

构建体系、健全机制等主题主线，全县动员与组织印学金、冯

寿绕、戚号生、刘潇雨等一批能深入乡村、扎根基层且为群众

喜爱的“百姓名嘴”结合乡村实际讲形势、传政策、话思路，

第一时间将党的大政方针及各项惠民利民的好政策传达下去，

宣传到位。在传讲过程中，“名嘴”们用乡音俚语和群众身边人

身边事解说新思想，解读新政策，传递新讯息。互动交流畅谈

新感悟。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成，这样才能更好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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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工作实践。近期，针对新思想新理论的学习与宣传，全县上

下坚持学思悟相融合、知信行相统一，通过举办“学思想悟心

得”“全会精神大家谈”“面对中国式现代化 我该怎么办”等主

题交流与研讨活动，实现专家与干部、书记与村民、典型与群

众之间零距离、心贴心式地互动交流，在深入交流与研讨中谈

体会、话认知、增素养，深刻领会与全面把握新思想新体系新

内涵。

二、聚焦新文化滋养，提升群众满意度。红色文化“夜”

讲护童心。针对暑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特点，坚持学生

点单、中心（所站）接单，在全县范围组织开展“光影童年”“红

色电影进乡村”“红色故事代代传”“红色经典阅读‘六进’”等

主题活动，在广大青少年群体中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爱党爱国爱

家乡宣传教育，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民俗文化“夜”

展筑同心。充分挖掘石湖渔鼓、 南辰跑马灯、山左口唢呐、白

塔埠旱船等地方民俗文化资源，组织开展“民俗夜市”“非遗夜

集”“传统手工夜店”等民俗展示展演活动，向干部群众宣传推

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一思想共识，凝聚发展力量。群众文

化“夜”演强信心。从百姓需求出发，坚持自编自演自导，利

用干部群众晚上休闲时光，先后举办“我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

广场系列活动、“四季春晚”纳凉晚会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品味

文化独有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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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焦新风尚引领，提升百姓认知度。村规“夜”议除

陋习。全县各行政村普遍成立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利用

夜晚村民休闲和休息时间，通过召开谈心会、座谈会和评议会

等形式，对彩礼、随礼、酒席办理规模标准等方面进行规范和

约束，纳入到村规民约体系中，并在全村范围张榜公布，让村

规民约由“软指标”变成“硬约束”，成为村民们行动的指南。

道德“夜”话传文明。围绕文明接待、文明旅游、文明用餐、

文明出行等主题，开展“道德讲堂话新风”“晚间 2 小时 文明

夜东海”“文明实践赶大集”等主题活动，点对点、面对面地向

广大干部群众宣传文明礼仪知识，传播道德理念，提升文明素

养。典型引领树风尚。发挥“选树一个、照亮一片”的辐射带

动效应，依托“好人故事大篷车”“新人新事夜谈”“典型事迹

夜空网上展播”等平台与载体，积极动员组织张近会、刘华成、

任同昌等一批中国好人、最美人物等典型群体走进基层、走进

乡村，他们以朴实的语言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动人的故事，

群众喜听爱听易接受，在听故事、传精神、颂楷模中度过一个

有价值有意义的夏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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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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印 8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