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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尖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四举措”点亮群众新生活
弘文 羊玲

近年来，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着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通过“讲、评、帮、乐”，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思想、送

文明、送服务、送欢乐”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该

县本着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的原则，凝聚

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大力培育文明乡

风，创造激发文明实践的生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劲动力，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浸润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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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思瑜）日前，山西省大同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决定以

“微笑大同”主题活动，打造城市发展
新名片。

本次“微笑大同”主题活动时间
从2月至12月底，活动将紧密结合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实际，在全
市各行业各领域全面深入开展“微
笑大同”主题活动，培育微笑基因、
厚植微笑底蕴、重塑微笑服务，重点
推进服务环境、服务形象、服务程
序、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服务效率

“六提升”。实现用微笑展现良好形
象，用微笑提升城市品位，把“微笑
大同”打造成城市发展新名片，为实
现“奋斗两个五年、跨入第一方阵”
总目标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微笑大同”主题活动内容主要
包括以“微笑是最美的语言”为主题，
组织开展微笑大同“一十百千万”实
践活动（发起一轮微笑生活倡议，举
办十期微笑大讲堂，开展百次微笑体
验行动，启动千名微笑服务岗计划，
征集万张笑脸），让“微笑大同”更具
亲和力、更有传导性。定期组织开展

“微笑窗口”“微笑之星”等评选活动，
推动主题活动取得实效。拍摄“微笑
大同”宣传片。积极挖掘、选树活动中
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激发内生动
力。及时总结推广开展主题活动取得
的实际成效及典型做法，推动主题活
动开展常态化、长效化。

“过去哪想得到，那片废弃已久的
宅基地未来竟然变成村里的‘聚宝盆’
呢？”日前，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地派
镇副镇长吴晓俊看着眼前这幢5层高
的新式建筑，仿佛看到几个月后地派
镇地派村罗洞村民小组乡村旅游产业
日具规模的样子。

人勤春来早，实干正当时。在罗洞
村民小组，连续不断的机器运作轰鸣
声和敲打声，从远方蜿蜒的村道传来。
村民介绍，村道那头，是罗洞村民小组
依托龙门县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工作
引进的旅游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
中。预计到5月，这个旅游项目能正式
对外运营，助力罗洞村民小组走上乡
村振兴“幸福车道”。

盘活闲置宅基地
重新激发乡村活力

地派镇位于龙门县西北部，森林
覆盖率达84%。地派村位于地派镇中
心，下辖41个村民小组，全村共896户
4260人，村民集体经济年收入约8.6
万元。罗洞村民小组户籍人口120人，
总户数37户，常住人口45人。

说起地派村，罗洞村民小组长伍中
华神采飞扬。“听老人家说，最早来到地
派落地生根的村民，当时就是定居在我
们罗洞村民小组的。”伍中华说，很多地
派村民都听过地派镇是从罗洞村民小
组这片土地发展起来的，因此对村子有

着别样的骄傲与情感。然而，随着越来
越多村民走出大山在外谋生，只留下一
片近20亩的闲置宅基地隐约诉说着当
年的热闹气息。如何把这片闲置宅基地
再次利用起来，拾回村民的乡愁、重新
激发村子的乡村活力，是当地镇村干部
探索已久的问题。

2020年，转机开始显现。当年，地
派村确定为龙门县农村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村后，镇村干部与村民共同协商
后一致认为，罗洞村民小组可以因地
制宜，坚持特色发展，在充分保障农民
宅基地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通过盘活利
用村庄内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发展
符合农村特点的乡村旅游项目，稳步激
发乡村发展活力。

乡旅项目拟5月运营
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村民们多年盘活村庄内闲置宅
基地的愿望，正一步一步走向现实。眼
前这个正在开发的乡村旅游项目，将
是地派镇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又一抓
手。”吴晓俊说，当时为了有效推进农
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农民权益，罗洞村民小
组召集村民小组长、乡贤等成立宅改
试点工作筹备小组，明确职责分工，积
极开展宅改相关工作。此外，村里还成
立由户代表和乡贤组成的村民事务理
事会，召开村民大会审议通过宅改八

项制度，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
村规民约；由村民事务理事会牵头，多
次召开户代表会议，加大宅改政策宣
传力度，协调解决宅改推进过程中村
民之间的宅基地和房屋争议问题，同
步协调解决了入村道路及村前平地拓
宽用地问题，争取宅改工作得到村民
支持，并为村庄建设留足发展空间。

目前，罗洞村民小组通过盘活利用
村庄内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引入发
展符合农村特点的乡村旅游项目——
晴溪温泉酒店项目，规划总面积 20
亩，基建面积3800平方米，拥有客房
45间、床位90个，预计今年5月投入
运营。建成后，合作期限内拥有土地使
用权和酒店物业所有权；合作期结束
后，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有权收回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项目投
入运营后，仅罗洞村民小组集体经济
收入预计年均增加7.5万元，将增加就
业岗位30个。该项目的顺利落地，将
为地派镇闲置宅基地盘活、扶持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提供新的思路。

“近几个月来，已有不少外出的年
轻村民向我咨询回乡工作事宜。罗洞
村民小组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
伍中华介绍，接下来，村里还将对村道
进行修缮以及周边人居环境进行整
治，不仅要让游客来到这里玩得开心，
更重要的是让村民们在这里住得安
心、生活舒心。

本报讯（曹磊）近段时间以来，四
川省乐至县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
抓手，统筹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各项工
作，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得到进一步增强。

抓管理机构综合设置，促协调高
效。完成环卫、市政、园林、照明、公
园等城市管理和执法机构的综合设
置，城市管理更加畅通。

抓城市更新提档升级，促品质提
升。完成帅乡大道绿化示范段、池南
路、政务中心广场改造提升，娑婆山公
园开门迎宾；完成东门片区排污管网
改造及市政设施提质改造工程二期、
三期工程；完成宏乐小区等110余处
小区新增改造绿地3.1万平方米，新安
装路灯357柱；高铁新城、望城公园、
东湖公园等建设项目纳入县十四五重
大项目规划，人居环境更加舒适。

抓日常维管精致精细，促便民利
民。高质量做好城区街道、果皮箱、草
坪和公园广场等日常管护工作，市政
设施完好率99%以上；增划非机动车
停车线6000余米，施划4600余个机
动车停车泊位；清理各类“牛皮癣”小
广告4500余处；更换窨井盖254套、
雨水篦306套；取缔建材路、胜利街二
段等5处临时市场，新设置新观音社
区等临时便民疏导点17处，容纳各类
摊点700余个，市民生活更加便利。

本报讯（叶凌璐 林宇涵 林益
静）日前，福建省仙游县生活垃圾分
类办、物业办等联合决定，将生活垃
圾分类纳入仙游县物业考核范围。

物业企业小区是生活垃圾分类的
主体责任单位，企业要担起这个责任。
为此，仙游县在对物业管理项目和物
业企业考核中，对生活垃圾分类相关
内容，一定幅度上提升分值比例，同时
将生活垃圾分类作为日常检查的重
要内容，对接聘请第三方督导机构不
定期到小区考评抽查，督促措施落实
和水平提升。

仙游县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综
合执法队自去年成立以来，扎实推进
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履行环境卫
生管理责任，大力引导业主进行生活
垃圾分类。截至目前，对小区物业企
业不履行环境卫生管理责任、业主随
意倾倒垃圾等违规行为，已立案处罚
135起，累计罚款金额约9.7万元。

仙游县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综
合执法队负责人吴宗宁说，下一步，
环境卫生综合执法队结合物业小区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将持续强化环
境卫生巡查执法，对破坏环境卫生问
题“零容忍”“严执法”，为打造美丽仙
游和宜居小区提供法治保障。

本报讯（东
文）山东东营金
湖社区德达金色
家园的胡阿姨，
因 脑 血 栓 后 遗
症，常年瘫痪在
床，去照相馆拍
证件照成了比较
困难的事情。金
湖社区爱心照相
馆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便携带专
业设备，前往她
家中为其拍摄照
片，照片冲洗完
成后，工作人员
又将照片亲自送
到她家中。近日，
东营金湖社区积
极探索开展“爱
心照相馆”系列
文明实践便民服
务项目，将照相
馆搬进社区，让
辖区居民在家门
口享受免费拍照
服务，进一步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传承互敬
互爱精神，倡导
敬老尊老爱老良
好风尚，打造家

庭和睦、邻里和谐、互助友爱的温
馨家园。

开展“家门口”的证件照服务。
为提高辖区居民满意度，让居民享
受便捷高效优质的社区服务，金湖
社区爱心照相馆免费为困难居民、
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拍摄证件照和
冲洗照片，让居民不用出社区就可
以得到证件照拍摄冲洗服务。截至
目前，金湖社区爱心照相馆已先后
为辖区 200 余名居民提供免费
服务。

开展“送上门”的照相服务。为
营造关爱特殊群体的良好社区氛
围，金湖社区爱心照相馆对需要拍
照的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和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拍摄，让他们
真正感受到社区便捷、周到和暖心
的服务。

开展“牵手夕阳”夫妇合照服
务。为让爱老、敬老家风成为社区
文明风尚，金湖社区爱心照相馆定
期为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拍摄夫
妻合照，在摄影棚里、在清风湖边
记录老年人的美好时光，展现老年
人的风采，让老年人在社区生活中
感受到家的幸福感。截至目前，金
湖社区爱心照相馆已为社区老人
拍摄夫妇合影50余组。

开展“幸福金婚”纪念照服务。
为弥补很多老年人年轻时没有拍
结婚照的遗憾，帮助老人们圆拍结
婚照的梦，金湖社区爱心照相馆为
辖区内12对牵手相伴50载的“金
婚”老年夫妇免费拍摄结婚纪念
照，用镜头定格半个世纪的爱情美
丽瞬间，用相片记录相濡以沫的甜
蜜美好记忆。

金湖社区“爱心照相馆”文明实
践便民服务项目，着眼居民需求，用
情用心用力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贴
心服务，得到了辖区广大居民的广
泛好评，一张张小小的照片成为连
接金湖社区党委与居民的“暖心桥
梁”，不仅进一步营造社区浓厚的文
化氛围，同时也引导了当代青年发
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爱情观和家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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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四川省西昌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推行“网格化+文明城市创
建”，坚持大文明、全联动、微治理，提
升“全域覆盖、全网整合、规范高效、常
态运行”质效，发挥好网格宣传员、巡
查员、劝导员、信息员、联络员的“五
员”作用，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贡献网
格力量。

实行“123456”运转模式。“1”即
以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为运转枢

纽；“2”即以便民服务和各级各部门履
职监管为核心；“3”即以中心管理员，
分中心、工作站管理员，网格服务人员
为支撑；“4”即以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中
心、乡镇（街道）分中心、村（社区）工作
站、网格为组织层级；“5”即以一网采
集录入，一网分流督办，一网比对查
询，一网向下延伸，一网考核评估为工
作目标；“6”即以硬件、软件技术体系
搭建，机构人员合理配置，网格划分及

基础数据录入，“云推送”新技术创新
运用，事件信息逐级处置流程科学设
计，闭环流程、“大督查”机制无缝对接
为保障重点开展工作，实现一站式、一
条龙、一体化的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
截至目前，共设立市级中心1个、乡镇
（街道/景区/工业园区）等二级分中心
25个、工作站174个；划分网格1440
个，招聘专兼职网格员1707名。

发挥“五员”作用，推进文明城市

创建。当好“宣传员”，不断提升文明创
建知晓率、满意率。当好“巡查员”，加
大巡查力度，并对发现的不文明现象
进行上报处理。当好“劝导员”，引导市
民提高文明意识、养成文明习惯。当好

“信息员”，将不文明行为线索及时上
报至四川省网格化服务管理系统。当
好“联络员”，在走访中收集网格内市
民对文明创建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
将民声诉求向上反映。

四川西昌：“小网格”推动“大文明”
魏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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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抓三促”
提升城市建管水平

四川
乐至

福建
仙游 垃圾分类纳入物业考核

以“微笑大同”主题活动
打造城市发展新名片

山西
大同

乡土宣讲

“讲”出百姓心中梦想

尖扎县统筹整合体制内外两方面
人才力量，一方面拓展行政组织人才组
建“县委红旗宣讲团”，另一方面组织各
方力量组建银发宣讲团、巾帼宣讲团、
青年宣讲团、“第一书记”宣讲团等，开
展政策、文化、理论、法律等内容的“微
宣讲”活动。组织宣讲团深入田间地头、
社区小院，把党的十九大精神、乡村振
兴等相关内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进行传播，同时把群众请上舞台、把话
筒交给百姓，让群众用自己的话娓娓道

出自己对政策的理解、感悟，让大家真
正听得懂、感兴趣、用得着，让新思想真
正打动人心、洗涤心灵。

红黑张榜

“评”出乡亲道德新风

尖扎县结合“一核三治”中“红黑
榜”的设置，大力选树全县道德模范、身
边好人等“最美”人物，开展“好媳妇好
婆婆”“五星级文明户”“最美家庭”等评
选活动，广泛在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开展先进事迹巡讲，通过感恩教育、孝
道教育，弘扬传统文化，引导农村群众
追求向善向上、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

俭持家等“最美”社会风尚。“红黑榜”让
新观念深入人心，崇德向善、节俭朴素、
文明环保成为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风尚。

志愿服务

“帮”出群众真心实意

尖扎县以县、乡镇、村（社区）三
级为单元，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
吸纳乡土文化人才、科技能人、老党
员、创业返乡人员等积极参加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农业技术
志愿者服务队为群众开展果树栽
培、管理、病虫防治等技术服务；文
化志愿服务队开展“送文化下乡”活

动；“助残”志愿服务支队开展残疾
人康复医疗服务、贫困慰问等活动。
同时把化解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忧心事作为新时代文明实
践的落脚点，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现
实需求。

文艺播种

“乐”出村民幸福欢悦

尖扎县依托“我们的节日”主题系
列活动，编排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
目，把党的方针政策融入到汇演节目
中，在说唱中细数变化、讲述新时代
故事。开展送温暖献爱心、经典诵读、

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志愿服务等丰
富多彩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以实
践所（站）“搭台”、基层群众“唱戏”的
做法，让广大群众成为新时代文明实
践的主角。在“乐”上做文章，开展形
式多样、接地气的文化活动，把“送文
艺”变为“种文艺”，为基层群众带去
高品质的精神“享受”。通过以文明礼
仪、中华传统美德、移风易俗、卫生环
保常识、交通安全知识等为主题的文
艺宣传，极大地丰富了群众文化生
活，群众的文明素质大大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