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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北省汉川市以文明城市创建
为引领，统筹推进卫生城市、园林城市、森
林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等创建工作，
提升文明创建的保障力、承载力、持久力、
凝聚力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擦亮城市幸
福底色。 （A2版）

湖北汉川
提升文明创建“四力”擦亮城市幸福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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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乡村 复兴少年宫 的一天

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026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300多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200多处综合实践基地——这是属于
寿光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数字档案”，一连串
亮眼的数字勾勒出寿光的“文明实践版图”，
也记录着全市不遗余力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的足迹。

自2018年8月被中央确定为全国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50个试点县（市、区）之一
以来，山东潍坊寿光市坚持思想铸魂、融合提
升，把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同高质量
发展结合起来，同创新提升“寿光模式”结合起
来，同夯实基层基础、提升治理能力结合起来，
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不断拓展文明
实践阵地，汇聚志愿服务力量，发挥文明实践
平台功能，实现了文明实践与经济发展互促共
进、良性循环。

近日，记者走在“中国蔬菜之乡”寿光的街
头巷尾，切实感受到了“全国文明城市”深化拓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带来的欣喜变化。

勠力同心
绘就文明实践新蓝图

如何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遍地开花？寿
光市在探索和前行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为提升文明实践凝聚力，建强乡风文明主
阵地，寿光坚持群众在哪里、阵地就建到哪里，
高标准建成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寿光文
艺之家”、市民阅读中心，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1026处，设置“红色驿站”“邻里之家”

“文明大集”等新时代文明实践点300多个，打
造了党性教育、文化服务等10大类、200多处

综合实践基地，市镇村三级文明实践阵地实现
全覆盖。

为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提质扩
面，寿光印发《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工作方案》，确定以“一条主线、三个拓展、
六项行动、五大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1365”联动机制，配套制定文明实践
重点工作项目清单和县镇村三级党组织书记
重点任务清单，建立完善联席会议制度、挂点
联系和蹲点调研制度，形成了协调统一、整体
推进的工作格局。寿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被评为“山东省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中心”，文
明实践工作经验入选中央文明办《建设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怎么干》《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工作方法100例》。

为有效推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寿光着眼
于探索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共建共享机制、正
向激励机制等“三项机制”，开通了“2078178”
服务热线，每月15日确定为全市文明实践日，
制定了文明实践工作指导标准和考评办法，推
动工作高效落实落地；实施“城乡牵手·文明联
动”工程，部门单位与村结对共建，组织社会单
位认领、实施“代理妈妈”“幸福护航”“一杯热
水”等特色项目130多个，18个项目入选山东
省、潍坊市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每年拿出财政
资金保障文明实践工作，对基层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实行星级评定，发放奖补资金510万
元，开展志愿服务项目创投大赛，创新推出“志
愿服务贷”惠民服务等。

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之初，寿光就
确立了实现“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共享”
的奋斗目标。如今，历经近4年的努力，寿光通
过整合各类资源，传播新思想、引领新风尚，全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不断释放“磁场”效应，
辐射着百姓的幸福生活。

精准施策
志愿服务接地气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体力量是志愿者，
寿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以志愿服务为依托，
更因志愿服务而出彩，开展了诸多接地气、有
温度、惠民生的志愿服务，实现了服务群众

“零距离”。

——立足“中国蔬菜之乡”特色优势，将文
明实践融入蔬菜产业链条，组织市镇村的农业
专家、种菜能手、“土专家”“田秀才”等组建农
技志愿服务团队、技术互助小组1200多个，在
975个村搭建起“千村千群”服务平台，蔬菜视
频云校、“农邦主”“棚管家”等智慧服务平台，
提供线上直播、远程诊断、实时互动等农技服
务，为菜农解决技术难题5万多个，推广新技
术、新成果200多项，实现了实践惠民；

——坚持从群众需求出发，精准提供菜单
式、差异化、互动式服务。围绕“孝老、敬老、爱老、
养老”，在各镇街举办“敬老饺子宴”6000多场，
参与志愿者9万多人次，惠及老人20多万人次，
形成了“村村举办、户户参与”的生动局面；

——面对抗洪抢险、水利建设、疫情防控
等急难险重任务，广大社会志愿者闻风而动、
全面备勤，与部门应急力量一起冲在最前沿、
第一线。特别是在文明城市创建、限时免费停
车、疫苗接种、防溺水等重点工作中，志愿者下
网格、守卡口、巡堤坝，变管理为治理，变治理
为服务，营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
格局；

——组织“万名党员进网格、我为群众办实
事”文明实践活动，“一家亲”人民调解、“有事好

商量”居民接待日、“叮咚上门、幸福守护”等志
愿服务项目常态开展，解决“微实事”1500余
项，进一步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
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的过程中，寿光把

开展志愿服务作为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
果、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任务，建机制、搭
平台、强队伍、树品牌，持续推动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精准化、常态化、便利化、品牌化，全市志
愿服务队伍发展到4300多支，注册志愿者达
到23.5万人，涌现出蒲公英公益服务中心、融
媒志愿服务队、农业科技志愿服务队等多支优
秀志愿服务队伍，先后实施“当好东道主·文明
一座城”“小亭大爱”等特色志愿服务项目102
个，汇聚起服务群众的“最大同心圆”。其中，机
关工委的“文明交通”、农业农村局的“蔬菜标
准化生产大培训”、文联的“文艺六进”、供电公
司的“菜乡电保姆”、卫健局的“医心医意”等特
色品牌活动扎实深入、影响广泛。(下转A2版)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为
服务乡村人才振兴，提升农民
科技文化素质，中国科协、国家
乡村振兴局日前印发意见，联
合组织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
兴行动”，坚持科技赋能、深化
智志双扶，推动科技创新成果
惠及广大农民，营造乡村创新
创业创造氛围。

意见明确了“科技助力乡村
振兴行动”将开展的系列重点任
务。其中，科协组织、乡村振兴部
门要积极搭建平台，引导和推动
各级学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
等建立科技服务乡村振兴目录，
促进优质服务与县乡村科技需
求精准对接，为农村地区提供亟
须的科技培训、科普讲座、产业
指导等科技服务。

在壮大人才队伍方面，科
协组织要立足各级学会、高校
科协、企业科协、科技科普志愿
服务组织、基层农技协等组织，
在不同地域、不同层级、不同领
域培育出综合素质高、服务能
力强、运行管理规范、热爱乡村
振兴工作的科技服务队伍，引
领基层科技工作者投身乡村振
兴工作。

在丰富科技科普资源方面，
有关部门要推动科普设施建设
纳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总体布
局，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拓展和强
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科
普服务功能；推动科普中国优质
内容融入数字乡村建设，强化农
民数字素养；提升科普大篷车、流动科技馆等
流动科普设施的下沉服务，加强农村中学科技
馆建设，为乡村提供丰富有效的科普服务。

此外，意见还提出了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
兴精准服务、开展村“两委”科技赋能专项行
动、助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加大重点区域支
持服务力度、深化科协系统定点帮扶工作等重
点任务。

2022年7月
“时代新人·河北好人”发布

本报讯（何文）弘扬好人精神，辉映道德力
量。经各地各单位推荐、网友点赞评议、评议会
综合审议，7月31日，河北省文明办在“冀云·
河北省道德领域先进典型网上发布厅”发布
2022年7月“时代新人·河北好人”，王庆寿等
20人（组）入选。

本次网上发布活动通过播放个人事迹视
频、主题节目等形式对20名“时代新人·河北
好人”进行集中发布展示。上榜的“河北好人”
中，有坚守山区默默奉献数十载的基层工作
者；有扎根社区带领群众共建文明社区的优秀
志愿者；有不惧安危勇救落水儿童的英勇群
众；有弘扬传统美德、演绎人间至孝的大爱妇
女……网友盛赞：这些接地气、有温度的道德
典型，用实际行动书写着燕赵大地上的暖心故
事，为全社会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成为推动社
会前行的正能量。

勾勒“文明实践版图”，延伸“幸福生活半径”
——山东潍坊寿光市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本报记者 胡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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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上午8点30分，在安徽省黄山市
黄山区耿城镇人民政府集合点，随着校车的抵
达，早已在此等候的王希如满脸笑意，迅速上
车后很有礼貌地向车上的老师和同学们打了
声招呼。

王希如是耿城镇中心学校六年级学生，今
年12岁。当天，她要去耿城镇乡村“复兴少年
宫”，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一天。

2021年11月以来，黄山市黄山区文明办
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为目标，整合耿城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耿城镇中心学校少年宫、沟村村史馆、
芙蓉谷景区、蒋家山遗址公园等，共同打造了
耿城镇乡村“复兴少年宫”，并围绕道德培育、
文体娱乐和劳动实践等内容，采取耿城镇中心
学校少年宫课后开设舞蹈、美术、体育等兴趣
课程，不定期组织学生参加各类活动等的方
式，为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添彩，助力他们茁壮
成长。

厚植爱国爱家情怀

“大家现在参观的就是沟村村史馆的第一
个展厅：望仙沟村。沟村原名舟村，因整个村子

形如船，加上高过三丈的文昌阁耸立村头，远
望如船篙，故取‘舟’名。又一说法是沟村三面
临水，有水中之舟意……”上午9点，在耿城镇
乡村“复兴少年宫”教育实践点沟村村史馆，王
希如和伙伴们迎来了当天的第一堂课：以“做
家乡行走的代言人”为主题的实践活动。

在耿城镇乡村“复兴少年宫”志愿者朱婷
的带领下，王希如和同学们仔细聆听朱婷的
介绍，参观村史馆的老物件、旧照片，遇到感
兴趣的内容，王希如还会记录在随身携带的
笔记本上。

耿城镇历来注重历史资源挖掘，推进本
土历史文化走进学校、走进课堂。展示了沟
村 700 多年历史的沟村村史馆作为耿城镇
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便成为了耿城镇乡村

“复兴少年宫”的教育实践点之一，常态化开
展“童言党史”“画中沟村美丽家园”等主题
实践活动，组织举办歌唱祖国、优秀童谣传
唱等活动。其中，“做家乡行走的代言人”主
题实践活动是耿城镇乡村“复兴少年宫”在
沟村村史馆举办的其中一项重要活动，通过
让孩子们参观村史馆，用画笔画家乡，了解
家乡，感受家乡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激发
孩子们热爱家乡的情怀，进一步培养孩子们
的爱国主义情怀。

半个小时的参观结束后，在“做家乡行走
的代言人”主题实践活动的第二个环节“用画
笔画家乡”中，孩子们轮番上台讲解要绘制的
家乡美景，然后再用画笔将美景绘制在白帆
布包上。王希如是第一个上台的，她面露微
笑，挺直腰板，声音洪亮地讲述着自己要绘制
的内容：“大家好，今天参观了沟村村史馆，我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百岁坊’。老师说沟村曾
经有一位长寿老人，善良、孝顺，为了表扬他，
沟村为他建立了‘百岁坊’，这也告诉我们要
敬老爱老……所以今天我想把‘百岁坊’画下
来。”随后，王希如走下讲台，先是将“百岁坊”
画在了笔记本上，然后一边盯着笔记本，一边
用彩色画笔将“百岁坊”画到白色帆布包上。

除了沟村村史馆，耿城镇乡村“复兴少年
宫”还整合黄山市黄山区芙蓉谷景区、蒋家山
遗址公园等资源，开展文旅研学、科普研学活
动等，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美好情感，充实学
生们的课余生活。

种下文化传承的种子

上午11点，王希如和伙伴们回到校车上，
齐声唱起《春天在哪里》《让我们荡起双桨》。伴
随着悠扬动听的歌声，五分钟后，她们来到了
耿城镇中心学校的舞蹈教室。在这里，他们要
上一堂“跳竹马”非遗课程。 (下转A2版)

传统文化宣讲教育进学校传统文化宣讲教育进学校

志愿服务岗亭志愿服务岗亭

孩子们在展示自己的手工制作成果孩子们在展示自己的手工制作成果

““做家乡行走的代言人做家乡行走的代言人””绘画活动绘画活动

近年来，吉安县创新推出文明实践“135
工作法”，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紧贴群众开展活动，最大限度满足群众需
求，广泛凝聚社会力量，着力推进社会进
步、乡村振兴，在庐陵大地绘就文明实践

“同心圆”。 （B2版）

绘就庐陵大地文明实践“同心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