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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拧”
——记雅安市名山区关工委执行主任张昌海

本报记者 胡桂芳

探索文明实践的成都特色
——成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侧记

本报记者 杨文娟

“今天这件事就是邱大姐你有

错在先，遛狗不系狗链，狗狗粪便

不及时清理，就凭这两点，你就不

是一个好主人……”“兰姐，我保

证遵守社区养狗条例，做一个讲

文明懂规矩的好主人！”在新桂东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家剧场”，

一群社区阿姨正在舞台上排练剧

目《遛狗小插曲》，观众席上，几位

居民看得津津有味，不时爆发出

阵阵笑声。

“这些社区居民自编自导自演

的情景剧很受大家欢迎，通过表

演、观看这样的剧目，在潜移默化

中大家的文明意识就有了很大的

提高。”新都街道东环路社区党委

书记邹敏告诉记者，社区在文明

实践中广泛结合社区发展治理工

作，优化治理机制，以文明实践活

动聚人气，有效地激发了居民自

治的内生动力。

在成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与提升社区发展治理广泛

结合。成都市青羊区、新都区、都

江堰市、新津县以区（市）县委宣

传部、区（市）县委社治委双牵头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各地以振兴发展为导向、以社区

治理为手段、以智慧平台为支撑、

以志愿服务为形式，谋福祉、兴文

化、优环境、塑空间、育活力，实

现文明实践和社区发展治理双擎

驱动、同频共振，社会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得以加快

推动。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

盘活基层、打牢基础的重大改革。

10月 11日，在北京召开的深化拓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成都市新

都区、温江区、郫都区、都江堰市、

蒲江县 5个区（市）县纳入第二批

全国试点。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是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

目标、助力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

展理念城市的重要举措。成都将不

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向纵深发展。”记者了解到，接下

来，成都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将

加强对 5 个全国试点地区的指导

和支持，并在全市范围内持续推选

示范点位，同时，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将组织联席会成员单位定期

开展现场观摩拉练行动，组建专家

指导团队，加强对各区（市）县的实

地调研和现场指导，做好督促检查

和评估等工作，总结提炼试点工作

的“成都经验”。

几排低矮的旧式楼房围成了一

处幽静的院落，10月的蒙蒙细雨给

这个位于雅安市名山区西大街的小

院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景致。

沿着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上，记者

来到了位于二楼的张昌海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狭小的房间，靠墙的位置摆

放了两个柜子。柜子里整齐摆放着的

几摞自制手抄本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这是张昌海自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

以来手写的宣讲稿。“只要看到有利

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理论或政策，我

都会手抄下来，讲给他们听。”

勇于担当
初心不改践使命

“老张啊，你在县里有威望，又

有群众基础，现在关心下一代工作

需要人，请你来带个头吧！”2002 年

退休的张昌海，正当和家人谋划着

怎样过好晚年生活的时候，时任县

委书记找到他说出了这番话。

张昌海二话没说欣然答应。家

里人劝他：“你干了几十年工作，保

养身体要紧！”但他坚定地对家人

说：“我是一个老党员，为党做点事，

我身体还能胜任。”然而每每遇到气

候变化，大腿多年的旧伤仍会让他

疼痛难忍。但张昌海仍然毅然决然

地担起关工委的工作，从容地走在

“关爱明天”的路上。

白天调研、宣讲，晚上回到家，

张昌海还要挑灯夜战，整理宣讲稿，

不会用电脑，就用自制的小本子手

写。多年来，累计手写 20 万字的宣

讲材料。

为了凝聚更多的力量关爱下一

代，张昌海便上门动员离退休老干

部，苦口婆心地劝说。在他的动员下，

许多离退休老干部加入到关工委。同

时，张昌海主动请缨，整合关工委、老

年人协会、老体协等涉老组织的 43

名党员，成立了名山区离退休干部志

愿服务队党支部，并提出乡级、村级

关工委要选配常务班子，村民小组要

成立关工小组。到2016年底，全区组

建区、乡、村、社四级联动机构，学校、

机关企业、政法各系统等331个关工

委组织，1264个关工小组，形成了纵

到底，横到边的关心下一代工作组织

机构和常态工作机制。

“我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

里拧。老同志就是要胸中有党，退休

不褪色，退休不退责，退休不退志。”

这是张昌海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帮弱助困
无私大爱暖人心

采访当天，记者在雅安市名山

区关工委会议室的墙壁上看到了一

面写有“鼎力相助情似海，无私奉献

恩如山”的锦旗。14个大字无声地讲

述着一段感人的故事。

蒙阳镇中瓦村贫困家庭学生小

郑患有白血病，多年来一直靠输血

维持生命。今年医院为他找到配型

成功的骨髓干细胞准备做骨髓移

植，但高达 30多万元的手术费让小

郑全家顿时觉得“天都要垮了”。

得知此事的张昌海对同事们说

“我们要发动社会力量救这个孩子！不

能让孩子错失了一线生机！”为动员群

众参与，张昌海带头在街道、场镇设立

募捐点，带头捐款，筹划举办首届帮扶

脑瘫、白血病儿童爱心公益晚会。在他

的鼓励和带领下，区老年协会、体育协

会、老年文艺宣传队等10多支队伍齐

聚力量深入学校、机关、乡镇、社区开

展募捐，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基本解决

了小郑的手术费用。

2019年5月9日，小郑的父母眼含

热泪，手捧锦旗来到区关工委办公室。

接过锦旗，张昌海欣慰地说：“孩子健

健康康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为生病的孩子募集善款，向学

生捐赠文体用品，争取市关爱基金

会项目，结对帮助贫困户家庭的“五

失”青少年，为全区 75 名贫困家庭

儿童争取资助和助学帮扶……这些

年，张昌海始终用无私的大爱帮弱

助困，温暖着困境中孩子的心。

立德树人
点亮孩子的心灵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张昌海深

知，关工委工作必须要加强思想道

德教育。组织机构健全后，他便把主

要精力集中到开展暑期青少年主题

教育上，探索了一条关工委工作的

新途径。连续 14 年，张昌海带领区

关工委一班人，利用节假日、寒暑假

在各中小学、乡镇、村、社区、单位开

展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

孝道感恩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开展。

张昌海按照“一年一个主题”的

思路，首先在茅河乡展开试点，以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题

开展青少年暑期校外辅导。茅河乡

退休干部蒲永鸿至今仍记得，“现场

来了一大批学生，第一场就有近200

个学生，一些家长也来听，学生得到

了教育，家长也受到了启发。”

校外辅导取得经验后，张昌海和关

工委一班人每年专题研究一次暑期校

外辅导工作，按照中央和地方的要求确

定活动主题，分别联系督导20个乡镇、

192个村暑期校外主题教育活动，共开

展青少年暑期德育320余场次，开展法

制教育110余场次，受益学生3.5万余

人次，家长1.1万余人次。同时，牵头开

展爱国文明教育文艺宣传170余场次，

受益群众10万余人次……这些年，张

昌海带领关工委一班人跑遍了名山区

每一个村落、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社

区，连续四年实现暑期教育到村

100%，把名山区的青少年暑期校外辅

导做成了全市的一张名片。“立德树人

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能为孩子们

未来的人生点亮一盏灯，我们的心血

就没有白费。”张昌海说。

“夕阳要红就要红到底，要干就

要干出样。”朴实的话语里透露着张

昌海关心下一代的执着和坚定。

人物名片：

张昌海，男，汉族，75 岁，

中共党员，雅安市名山区关

工委执行主任，老干部，从

事关工委工作 16 年。曾获得

四 川 省 关 心 下 一 代 工 作 突

出贡献奖、“优秀老干部志

愿者”荣誉称号；被评为四

川 省 关 心 下 一 代 工 作 先 进

工作者，四川省关心下一代

优秀工作者等。

本报讯（记者 漆
世平）10 月 18 日上

午，由四川省成都市

文 化 广 电 旅 游 局 主

办 的 第 七 届 中 国 成

都 国 际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节 武 侯 浓 园 大

洋 洲 主 题 分 会 场 活

动 在 天 艺 浓 园 艺 术

博览园开幕。本场活

动以“时间记忆 美美

与共”为主题，将持

续至10月 22日。

本 场 活 动 集 合

“文旅、文产、文博、文

商、文惠、文贸”等要

素，以“国际性、文旅

融合、艺术惠民”等特

色开展了“图像共生”

大洋洲原创艺术展、

2019成都漆艺文创交

流展、“时间记忆”国

际非遗手工艺展、“传

美颂德·寄爱非遗”家

庭美育分享、汤加王

国和新西兰文化贸易

推介会等系列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

大洋洲的非遗手工艺人、创意设计

师、原创艺术家及文化机构平台参加

了“图像共生”大洋洲原创艺术展的

交流，不同地区的艺术家现场互动创

作，非遗手工艺人现场展演，使中华

传统文化与大洋洲文化艺术碰撞，擦

出艺术火花。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场举办的

2019 成都漆艺文创交流展、“时间记

忆”国际非遗手工艺展上，展出了蜀

绣、剪纸、棕编、草编、竹雕、牛角雕、

锔瓷、葫芦画、面塑等50余项中国非

遗项目，以及毛利木雕、毛利绿玉石

雕刻、毛利编织品、澳大利亚土著编

织制品、西班牙萨努多皮革手工艺品

等，加强了我国与其它国家在非遗保

护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向世人呈现来

自不同地区精彩纷呈、独具魅力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

成都锦江区深入推进
“初心使命微党课”
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李林晅）从老成都历史

讲到解放后的成都变迁，再讲到锦

江区的发展变迁，近日，四川省成都

市锦江区退休干部马朝放走进楼宇

工会，以“千年之变话乡愁”为题，为

工会职工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生

动形象的讲座，让大家感受新中国

成立以来，发生在脚下这片土地的

巨变。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启动以来，锦江区结合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开展

“70 年 70 讲——初心使命微党课”

活动，从全区各机关、街道社区、社

会组织以及中小学校等，选拔出 70

名不同年龄段的党员、团员、少先队

员，每人选取 70 年间对自己有特殊

意义或记忆最深刻的年份，从“亲历

者”视角出发，结合时代特征，讲述

自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成长的

故事。在这些讲述者中，98岁的抗日

英雄刘中柱描述了抗战经历，成都

七中育才学校历史老师叶德元讲述

家国情怀、行业精神等，让全区党员

干部等感受到了有形的正能量和生

动的价值观。

四川青神发放
首批“爱助事实孤儿”
资助金

本报讯（袁矛）10 月 17 日，四川

省眉山市青神县举行“爱助事实孤

儿”首批资助金发放仪式，全县初中、

小学、学前教育的 46 名孩子获得资

助金共计 47000 元，这也标志着“爱

助事实孤儿”项目正式启动。

据了解，“事实孤儿”是相对于

那些父母已经不在人世的真正孤

儿而言，他们虽有父母，但因为父

母疾病缠身、身体残疾或其它原因

导致孩子处于一种“事实上无人抚

养”的状态。

为了给这群孩子更多的关爱，青

神县民政局、县妇联、县少儿发展促

进会联合成都吾乐公益服务中心共

同成立“爱助事实孤儿”项目。该项目

一方面为事实孤儿提供助学金，保障

他们享受公平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

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和阳光陪伴，促

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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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爱·健康小屋”里，手工香囊制作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在“青年之家”，一场热烈的阅读马拉松讨论会正在举行；“树袋熊

的家”中，老师正指导孩子们创作陶艺作品……10 月 16 日，四川省成都市各市级部门相关处室负责人、各区（市）县文明办主任、志

愿服务组织代表等 100 余人来到新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新桂东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调研，研究推动成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工作，大家交流经验、查摆问题，积极探索更有特色、更有效果的文明实践特色路径。

走 进 新 都 区 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由当地历史文化名

人杨升庵和国宝大

熊猫作为原型衍生

出的“ 庵帅”“ 香妹

儿”卡通人物立刻吸

引 了 大 家 的 目 光 。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坚持文化立德树

人……”两侧的墙壁

上，生动活泼的卡通

形象“解读”着严肃

的 党 建 内 容 ；广 播

里，超萌可爱的“香妹儿”用甜美的

声音宣讲着党的创新理论，瞬间拉

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的重大举措。今年初以来，成都市

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将建设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纳入 2019 年全

市宣传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要点，提早谋划、全域部署，

22 个区（市）县探索推进各项试

点工作，围绕加强基层思想政治

工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养时代新人、弘扬时代

新风等重点任务,聚焦“创新”,打

造理论传播新平台，努力使中央

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在茶铺、公园、农家院坝、生产

车间、养老院……一张桌子、几把椅

子就是一个宣讲场子，为了让党的

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成都市温

江区在探索实践中成立了一支“拉

得出、讲得好”的专门队伍——“向

阳花”基层宣讲队，开办“开放式党

课”，让基层宣讲活动多维呈现，实

现了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走深”。

郫都区充分发挥文艺创作团队力

量，创作了一大批老百姓喜闻乐见

的快板、小品文艺作品，创新形成

“党建夜读”理论节目品牌，把“大道

理”变为“小故事”，教育引导群众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如今，在成都，一个个文明实

践场所，一个个新媒体平台，正成

为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主阵地。

“我是一位失独老人，我希望

有人能陪我到成都市区玩，看看

成都的新变化”“我的孩子上高

中，我感觉和他沟通不畅，希望能

上 一 堂 家 庭 亲 子 教 育 公 益

课”……在新都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二楼一侧的墙壁上，贴着

一张张群众心愿卡，卡片下方标

注着认领心愿的志愿者姓名、认

领日期及完成情况等。“群众提出

的‘微心愿’就是他们最现实的需

求，我们将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

方式，回应他们的‘点单’，为他们

提供更加精细、丰富的‘服务菜

谱’。”新都区金东公益服务中心

负责人温善琨对记者表示。

金东社工中心、长者食堂、林

盘诊所、青青小屋……成都市各

地在推进文明实践活动中,涌现

出一个又一个接地气的志愿服务

项目，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题，赢

得了群众的点赞。

“目前，市级层面我们依托成

都志愿者网（APP），已经搭建了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六单’机制，

居民可以通过平台以文字或语音

的形式进行点单，各文明实践中

心、站、点要积极组织志愿服务队

伍完成统单、制单、派单、接单等

流转任务，保障及时响应群众需

求，推进文明实践活动往精准化、

常态化、专业化上深入推进。”推

进会上，成都市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市文明办主任张映明说。

正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成都

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

抓手调动各方力量，结合群众所需

所盼拓展载体平台，推动新时代文

明实践进社区、进楼宇、进绿道、进

景区、进文创园区、进商业街区，加

强基层资源利用和网络资源使用，

鼓励将公益与商业充分结合，广泛

推动企业、学校、医院、文化单位、

媒体成立专业志愿服务队提供高

质量、专业化服务，形成了共建共

享的基层服务体系，在服务群众中

引导和凝聚群众，也为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强大动能。

激发志愿服务新动能
B 响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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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社会发展治理
C 激发“动力”

新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角新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角

““树袋熊的家树袋熊的家””中中，，老师指导孩子们创作陶艺作品老师指导孩子们创作陶艺作品

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做手工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做手工

张昌海在抄写宣讲材料张昌海在抄写宣讲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