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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堂带着新鲜“泥土味”的理论
宣讲，一件件办到百姓“心坎里”的实
事，一场场送到群众“家门口”的文化
套餐……在陕西宝鸡城乡，新时代文
明实践火热开展的场景处处可见。

目前，宝鸡市成立新时代文明实
践阵地 1190 个，覆盖市、县（区）、镇
（街道）、村（社区）的文明实践网络体
系初步建成。遍布全市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阵地，传播着党的方针政策、浸润
着一城新风、温暖着千家万户，推动文
明新风吹进百姓心田。

从“新”出发
铺展全域覆盖“大矩阵”

走进宝鸡高新区渭水苑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一股股文明新风扑面
而来，理论宣讲、惠民演出、爱心义诊、
文体娱乐等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充
电站”、活动站、服务站。

2021年，宝鸡市坚持把县（区）、镇
（街道）、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
地建设作为基础性工作，按照“示范带
动、分批推进、全域覆盖”的工作思路，
充分发挥凤县、千阳县全国试点县示
范作用，全域推进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建设，打造文明实践“大矩阵”。

市委高度重视，市委常委会先后2
次专题听取和研究全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成立宝鸡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同时，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的工作安排》，对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

群众在哪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点就建设到哪里。根据文明实践活动
需要和群众需求，宝鸡市统筹整合宣
传、组织、文化、教育、体育、科技等部
门现有基层公共服务阵地资源，搭建
起理论宣讲、教育体育、文化服务、科
技与科普、卫生建设五大服务平台，并
按照“五有”要求，对全市文明实践标
识、阵地牌匾样式进行统一。

截至目前，全市建成市级新时代
文明实践指导中心1个，成立县（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3个，文明实践
所92个，文明实践站1084个，星罗棋
布在城乡大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
地，让文明新风吹到家家户户。

从“实”出发
打开文明实践“新方式”

从理论宣讲到志愿服务，从文化
活动到移风易俗……形式多样的文明
实践活动传播着新思想、弘扬着新风
尚，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宝鸡群众的
心田。

宝鸡市精准对接群众生产生活需
要，聚焦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

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
跃文化生活、持续推进移风易俗五项
任务，形成了一批有力度、有温度、有
厚度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
项目。

不久前，在凤县举办的“镇村大叫
板”擂台上，新时代文明实践特邀宣
讲员李世华和妻子张岁香与乡村宣
讲“名嘴”齐聚一堂进行“比拼”，以秦
腔、快板、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为现场群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政策理论宣讲，大家对这场既热闹
又有“含金量”的活动竖起了大拇指。

“把大道理变成大白话，这样的方式
大家愿意听，也听得懂、记得住。”现
场的群众表示。

理论宣讲接地气，群众喜闻乐见，
才更有生命力。宝鸡创新方式积极开
展新思想宣传宣讲，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贯穿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全过程，实施“新思想
进万家”“红色故事会”“百姓小喇叭”

“千人千语”等文明实践项目，组建理
论宣讲志愿服务队伍，通过微宣讲的
形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通俗
易懂的话语，推动党的科学理论“飞入
寻常百姓家”。

同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各县
（区）组建理论宣讲志愿服务小分队，
进村组、进农户、进社区、进田间地头，
打造庭院课堂、板凳课堂、喇叭课堂，

全年开展宣传宣讲6120余场次，真正
打通了理论宣讲的“最后一公里”。

从“需”出发
办好实事服务“零距离”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是
距离群众最近的平台，是密切联系群
众的“桥梁”和“纽带”。宝鸡市将“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去年全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重要内容，全
市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和志愿服
务队紧扣群众关注的焦点、关心的热
点、期盼的难点，办成了一批实事、好
事，凝聚了党心民心。

“叔，今年您女儿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回不了家，今天我们来帮您收拾
屋子，干干净净过大年。”春节前，凤县
留凤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志愿者
来到孔家庄村，帮助低保户张洪斌置
办年货、打扫卫生。留凤关镇大部分年
轻人在外务工，村里留守老人、儿童较
多，而在外务工者响应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政策选择就地过年。该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组建近200人的志愿服务
队，开展“代你回家看爸妈”志愿服务
活动，为他们打扫卫生、清理庭院，嘘
寒问暖，让老人安心欢喜过年。

群众需要什么、文明实践就做什
么。按照“政府制单、百姓点单、中心派
单、志愿接单、群众评单”的模式，由县

区实践中心设计发布服务项目，志愿
者接单落实，一批如“暖心出行”“爱心
助老”“护苗行动”等志愿服务活动实
现了群众的微心愿。

“精准滴灌”式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切实把工作做到了老百姓
的心坎上。渭滨区设计了18个“渭您”
系列志愿服务项目，宝鸡市第十二届
春季赏花节举办期间，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志愿者为游客提供开水、开展医
疗服务，并引导游客有序停车，受到群
众纷纷点赞；凤翔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工作围绕“服务老、养育小、
让中青年发展好”的理念，打造务实管
用的志愿服务项目，推进志愿服务精
准化、常态化、便利化、品牌化。2021
年宝鸡市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各县（区）文明实践平台解决群
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1200余件，以
实际行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见实效。

下一步，宝鸡市将继续以传播党
的创新理论为首要任务，靶向施策、精
准发力，推动全市加速形成适应新时
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
尚、行为规范，让文明新风激荡在宝鸡
城乡，汇聚起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的磅礴精神力量。

文明新风吹进百姓心田
——2021年宝鸡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综述

宝文

近年来，广西南丹县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全力促进农业高质高
效，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长效机制，多
方发力精准施策，一幅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乡村振兴图景，在南丹大地上徐
徐展开。

乡村设施完善升级

在南丹县月里镇月里社区拉相屯，
一盏盏太阳能路灯整齐地“站立”在屯
内道路两旁，暖黄的灯光点缀着寨子的
夜空，也温暖着群众的心窝。

“感谢党和政府帮我们寨子安装了
太阳能路灯，让我们饭后散步串门更有
安全感了。”该屯外出务工的返乡青年
罗毅君看到老家的变化，赞不绝口。

“去年南丹县共投入资金 100 万
元，实施了25个村庄公共照明及2个村
屯的绿色照明示范项目建设，共安装有
杆路灯305盏，无杆路灯225盏，极大
方便了广大农村群众的夜间出行。”该
县住建部门负责太阳能路灯建设工作
的干部罗文杨介绍。

像这样提升该县农村群众获得感
和幸福感的硬件设施，还有一个个水
柜、一座座便民桥、一条条水泥路……

“2021年，南丹县乡村振兴工作纳
入年度实施计划项目201个，共投入各
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8
亿多元，同比增长42.19%，财政衔接资
金支出率达100%。”河池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南丹县委书记韦永山说，经全
面核查，所有项目均实现账账相符、账
实相符。其中，投入资金3153.27万元，
建设了通屯道路硬化项目25条、产业
道路10条、便民桥梁3座，其他项目16
个，现所有项目均已完工并交付使用，
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
强大的动力。

乡村产业提质发展

时下，南丹县境内的沃柑已进入成
熟季。“我们示范区已发展种植150亩
沃柑，今年的产量大概15万公斤，产值
150万元左右。”说起今年的收成，南丹
县金贝篼百果产业示范区负责人杨春
艳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位于该县罗富镇塘丁村的金贝篼
百果产业示范区是县级低产果园改造
示范基地，通过“经济能人+基地+脱贫
户+电商”的运营模式，打造高品质、高
安全质量的沃柑生产示范基地。去年，
52名脱贫户群众在基地通过务工、土
地流转等形式获得收入。

在南丹，像这样以基地带动脱贫户
发展产业的基地不在少数。去年，该县
47个脱贫村有49个新型经营主体或产
业基地（园）带动覆盖脱贫户1239户，
带动收入达143万多元，带动覆盖率达
36.8%以上。

跟着经济能人干有钱挣，自主发展
产业也有奖补。

“南丹对标对表，最大限度发挥政
策的引领、保障、支撑、驱动、服务作用，
明确油茶、李、牛、猪、地方特色品种
（鸡）为该县5个特色主导产业，村级3
个主导产业在县级的5个产业中选定。
通过以奖代补为主线，以政策扶持激励
全县脱贫户积极发展产业，获得稳定增
收。”南丹县县长吴贞儒说，去年全县有
2246户脱贫户申报以奖代补，发放奖
补资金823.825万元。

去年南丹全年第一产业增加值达
18亿元，增长8.5%，推进了巩固拓展脱
贫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乡村治理展新气象

近日，南丹县里湖瑶族乡朵努社
区住户黎仁发和邻居们一同在社区的
道路、绿地、广场等地清理垃圾。通过
参加社区的建设与管理，他们获得相
应的“爱心超市积分”，积分可在社区

的爱心超市兑换洗衣粉、牙膏、纸巾等
生活用品。

朵努社区是一个由1227户易地扶
贫搬迁群众组成的新社区。该社区党支
部书记黎秋亿介绍，这种“爱心超市积
分”兑换活动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在引
导群众培育良好道德风尚和行为习惯
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群众参与基层社会
治理的热情。

近几年，南丹以提升乡村治理能
力为目标，以创建“十星平安家庭”为
载体，以“文明和谐屯”“六好平安村
（社区）”建设为重点，在全县开展自
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社会治理
体系创建活动，逐步完善积累“家里靠
德治、屯里靠自治、村里靠法治”为主
的“三里三治”工作经验，不断提升乡
村社会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影响乡村
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2018—
2021年，全县共评出并授牌“十星平安
家庭”1万余户、“文明和谐屯”22个、

“六好平安村（社区）”10个。
该县还建立农村建房管控机制，去

年共查处乱占耕地违法建房案件 48
起；完成村屯风貌基本整治1610个；建
成精品示范村屯3个、设施完善村屯45
个；实施农房特色风貌塑造945栋。该
县的芒场镇巴平村顺利通过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中期评估验收。

近日，笔者走进安徽省砀山县李
庄镇振兴社区，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
点缀在农家院落前的小花园、小菜
园，一些村民正在园子里养护花草、
打理菜园，这些错落有致的“特色
园”，成为乡间一道美丽的风景。

“村里为各家各户建了园子，给
大家送了一份大礼。”村民华厚亮高
兴地说。

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中，振兴社区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
在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将村
民房前屋后的闲置土地建设成功能
性园地，对闲置土地进行绿化、美化
提升，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2021年 10月，驻村工作队在选
派单位的支持下，从北京一家公司联
系到5万元的“美丽乡村”建设捐助资
金，用于“特色园”建设。截至目前，共
建造园地1300多平方米，惠及村民
160多户。“许多村庄过去大都使用塑
料栅栏来做小花园、小菜园，往往不
到两年就出现风化和破损。我们采用
砖砌方式建设‘特色园’，增加了使用
寿命，得到群众认可。”驻村工作队队
长张强告诉笔者。

“这些小花园、小菜园可以种花
养草，也可以种蔬菜，既美观又实
用。”华厚亮说，他家房前屋后的空地
虽多，但以前没有精心拾掇，堆了不
少垃圾杂物。镇村干部主动帮助他清
理杂物、打扫卫生，并且为他家砌起
了“特色园”。最近，华厚亮在门前的
小花园里种上了龙槐和一些花草，还
在小菜园里种上了芹菜、蒜苗、葱等
蔬菜。

“在门前种点蔬菜，基本上就够
家里吃的了。”华厚亮说。

“‘特色园’投入不多，在人居环
境整治和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的作
用可不小。村民整理好小花园、小菜
园的同时，对全村整体环境更加爱
惜，主动参与公益事业。”张强说，村
里20多名贫困群众脱贫后主动要求
加入保洁公益岗，每天一大早就开始
收集各类垃圾，并送到垃圾站，实现
全村垃圾日产日清。

该村还成立由驻村工作队、村“两
委”和村民代表组成的环境卫生检查
组，不定期入户对各家卫生状况以及

“特色园”管理情况开展检查，持续推
进人居环境整治常态化、长效化。

太原市真武南路社区
开展“旧物换新颜环保助冬奥”
手工制作活动

本报讯（芦蕊 梁慧云）为引导青
少年传承奥林匹克精神，感受冰雪文
化魅力，丰富辖区儿童的假期文化生
活，2月16日下午，山西省太原市小店
区真武南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
展了“旧物换新颜 环保助冬奥”手工
制作主题活动。

活动伊始，小朋友们便热烈讨论
起他们印象中的冬奥会。青年志愿者
为孩子们讲解了冰雪运动的知识以及
冰雪运动的文化价值和冬奥项目的文
化内涵，弘扬了运动健康的新理念、新
风尚。在随后的手工制作环节，小朋友
们以日常生活中的废纸盒、塑料瓶、泡
沫、旧报纸等为材料，充分发挥想象，
与家长一起进行手工制作。利用日常
生活中的废包装纸、一次性纸杯制作
冬奥火炬，利用旧纸箱和废纸等物品
制作冰墩墩、雪容融……在孩子们的
奇思妙想下，废旧物品纷纷变身为精
巧别致的手工艺品，在助力宣传环保
理念的同时，也为社区居民的生活增
添了别样色彩。

本报讯（黄柱 童
金健）“用手机看电子
图书很方便，一键开启
很迅速，而且图书种类
多、分类细。”2 月 16
日，家住湖北省赤壁市
蒲圻办事处和尚岭社
区的居民刘志伟来到
数字农家书屋，查找对
孩子学习有帮助的教
育类书籍。

近年来，赤壁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数字农家书屋”工作，
于2019年底建成省级

“数字农家书屋”试点
65 个，至 2021 年底，
已将农家书屋“数字”
终端设备发放至余下
的121个建设点位安装使用，做到186
个村（社区）全覆盖，涵盖人文社科、科
学技术、历史、教育、少儿、农业种植等
方面。

“软件操作简单、使用方便，用户
下载注册后即可免费阅读书籍。”赤壁
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股负责人熊莹介
绍，数字农家书屋的建设与传统农家
书屋相互促进，互为补充。以前群众只
能在空闲时间来农家书屋查阅资料，
现在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一键
进入畅享模式。

据悉，下一步赤壁将借助数字平
台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引导广大
群众爱上阅读，大力营造有书读、读好
书、爱读书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李薇）近日，宁夏石嘴
山市大武口区长兴街道办事处兴民
村村民刘福先一大早就来到位于综
合市场里的“爱心超市”，在挑选完
所需的物品后，他来到超市收银台
前掏出积分兑换卡进行“付款”。在
超市收银台处，积分兑换卡已堆了
厚厚一沓。

对于兴民村的村民来说，积分兑
换卡在“爱心超市”里可以当钱花，已
不是什么稀奇事。“这个政策好啊，多
干一点就能换取自己所需的东西，以
后家里的柴米油盐就不需要自己花
钱买了，省下了一大笔开支。”刘福先
逢人便夸。

积分如何获得？在“爱心超市”一
侧的墙上，张贴着一张积分评定表，
明确了打分项目，每一大类下面又有
很多量化的细则，都是村民们力所能
及之事。参与本次积分兑换的村民达
100余人，他们争相在公示榜上寻找
自家姓名，互相询问积分情况，分享
获得积分的方法，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好不热闹。

去年以来，兴民村不断探索“党
建引领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新思

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以积分超市
为载体，量化村民在人居环境整治、
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移风易俗、社会
公德和村庄建设等方面的贡献，并赋
予相应分值，激发群众“比着干、争着
干、主动干”的内生动力。通过成立评
比检查小组，将每季度入户评比得分
与“最美庭院”等评比“合二为一”，为
每户家庭确定最终分值。同时，对村
民积分获得情况进行统计、核对，在
村委会公示栏、微信工作群等处进行
公示，并指导大家根据兑换规则精心
挑选对应的爱心物品。

“我本来和大家积分都差不多，
但因为评上了‘最美庭院’，一下就比
别人多了10分，没想到平时力所能及
地把自己家里拾掇拾掇，还能兑换这
么多奖品，真是一次意外收获。”刚刚
兑换完奖品的村民史会珍高兴地说。

接下来，兴民村将继续以“爱心
超市”聚人心，借“积分兑换”促文明，
充分发挥村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
作用，不断提升基层组织的凝聚力，
实现“积分改变习惯、勤劳改变生活、
环境提振信心、全民共建乡村”的良
好乡风习俗。

多方精准施策齐谱幸福新篇
——广西南丹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廖庆凌韦乐沙颜勇

近日，新疆裕民县各乡镇积极组织开展冰雪运动竞赛活动，各族群众纷纷来到户外热情参与竞赛，尽享冰雪运动
乐趣。图为裕民县吉也克镇各村队的村民在开展拉雪圈比赛。 杨化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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砀山县振兴社区：
“特色园”扮美乡间风景
何雪峰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兴民村
幸福“小积分”激活乡村治理“大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