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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右旗：

四举措助推文明新风扬起来
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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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市东瓜镇
三举措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高庆

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
盟阿拉善右旗（以下简称“阿右旗”）以
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手，通过创新举
措，聚起全民参与文明实践的磅礴力
量，助推文明之风吹进千家万户，吹进
群众心坎里。

——以章律人——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制定印发《2022年阿拉善右旗拓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重点任务
清单及分工方案》，明确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三级功能定位，加强阵
地建设，推动基层党组织履行好组织、
宣传、凝聚、服务群众的重要职责。

坚持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作为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指导
全旗40个嘎查、9个社区完成村规民
约（居民公约）的修订完善工作，并通
过网格群、宣传栏、微信公众号、走访
入户等方式，在辖区宣传公约的重要
性，通过建立创建评比、定期督查等长
效管理机制，增强公约的权威性和约

束力。在苏木镇嘎查成立村民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会和红白理事
会，进一步健全“四会”制度，形成以

“红灰黑榜”发布制度为载体的移风易
俗工作长效机制，有效推动居民实现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
监督，构建形成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
治理新格局。

——以文化人——
培育移风易俗新风尚

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策划并推出

“聚焦二十大 我当课代表”新时代文明
实践微频道专栏4期，全面学习宣传
党的二十大精神。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等文明实践阵地，以抖
音、微信公众号等线上载体和“村村
响”、宣传栏等线下载体叠加宣传的方
式，加大移风易俗宣传频率，广泛动员
群众从自身做起，参与乡风文明行动，
自觉抵制陈规陋习。

以“我们的节日”为契机，在春节、

清明、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期间，组
织开展“新春送祝福 传承好家风”等群
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志愿服务活
动，让广大群众在参与中转变观念，在
实践中提高认识。深入挖掘地方文化
底蕴，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
华民族形象，依托嘎查（社区）现有墙
体资源，策划设计推出图文并茂、内容
鲜活、通俗易懂的文化墙14面；深入
开展“送欢乐 送文明”“百团千场”下
基层、“草原文艺天天演”“民族政策宣
传月”等主题惠民演出活动98场，惠
及观众1.1万余人次，进一步丰富了百
姓文化生活，营造了文明和谐的社会
新风尚。

——以善育人——
形成向上向善好风气

广泛开展“真人图书”宣讲会和
“榜样就在身边”进公园广场、进社区
（小区）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完成先进
典型事迹宣讲活动30余场次；同时，
在全旗1个公园、4个广场、1个长途汽

车站、31个小区等室外场所，利用电子
灯箱、铁艺雕塑、景观小品等宣传形
式，切实推动模范典型的先进事迹走
进基层、深入群众，用“身边人讲述身
边事、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身边人引领
身边人”的方式，让各族干部群众切身
感受榜样的力量，形成见贤思齐、崇德
向善的浓厚氛围。

结合“七有”标准，在社区建立“文
明团结超市”9所，在人员较集中的嘎
查建立12所，以“文明团结超市”为载
体建立起“以文明行为兑换积分，以文
明积分兑换物品”的农牧民素质提升
激励机制，让嘎查农牧民的日常善举
得到褒扬，引导农牧民改变陈规陋习，
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孝老爱亲和移风
易俗，推动文明素质不断提升，形成积
极向上向善的良好风气。

——以情感人——
增强城乡居民幸福感

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的作用，精心设计制作志愿服务项

目“明白卡”，组织开展上门问需和
“明白卡”的集中发放活动，共发放
“明白卡”500 余张。打造“新发展之
声”“阳光之声”等理论政策宣讲志愿
服务项目，用音频、微视频等形式在
讲理论、话变化、谋发展中传播新思
想、新风尚；打造“爱心餐厅”扶贫帮
困志愿服务项目，以“志愿服务+爱心
募捐”的形式，解决社区孤寡、空巢老
人和特困家庭“吃饭难”问题；打造

“四点半课堂”“孔子学堂”“901画室”
等助学支教志愿服务项目，解决留守
儿童的学习生活难题，为孩子们提供
软硬笔书法、国学经典诵读、绘画等
公益教育服务；打造“驼乡敲门人”

“智慧助老”等助老助残志愿服务项
目，以敲门问候、采购物资的方式，为
空巢老人、高龄老人、残疾人等特困
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今年
以来，阿右旗共开展各类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活动2000余场次，惠及
群众15000余人次。通过一系列贴近
生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志愿服
务活动，切实增强了城乡居民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今年以来，云南省楚雄市东瓜镇
按照市文明办工作部署，紧紧围绕文
明实践“做什么、怎么做”两个重点，
突出一条主线、深化两个拓展、实施
三大行动，努力在做小做实上下实
功、求实效。

突出“一条主线”抓宣讲

把讲好理论作为文明实践首要
任务，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入基层、深入民心。在
阵地建设上，打造1个镇级党校，在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13 个村（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立理论宣讲
室，规范化建设提升彝人古镇社区和
桃园社区2个党员教育实训基地，同
时在彝人古镇社区星宿家园小区开
办老年大学。

在队伍建设上，组建由共驻共建

单位专家学者、镇党政班子成员、社
区干部、“乡村名嘴”“好婆婆、好儿
媳”等人员组成的理论宣讲小分队，
采取万名党员进党校、理论学习中心
组、三会一课、专题党课等方式，广泛
组织理论宣讲培训。

在载体形式上，坚持“线上+线
下”一体抓、“点单+送单”相结合，由
各村（社区）实名制组建微信工作群，
在微信工作群推送各级举办的理论
宣讲、培训视频，一年来受众达3万
余人次，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

深化“两个拓展”抓服务

推动文明实践向全域全员拓
展。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全覆盖
基础上，推动文明实践向机关企事
业单位、窗口、公共服务设施延伸，

打造彝人古镇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文化科普、乡风文明、清廉家庭、
最美家庭等文明实践基地，在四季
银座花园城商圈设立学雷锋志愿服
务站和党群服务站，让文明实践贯
通“神经末梢”。

推动文明实践向共促共融拓展。
将文明实践融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
治理工作体系，构建“党员+志愿者+
物业力量+网格员”的“四位一体”联
动模式，创新推出上门采核酸、送课
上门等服务项目，切实提升了群众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

实施“三大行动”促提升

主流价值聚民心行动。持续开展
道德模范、最美家庭、美丽庭院、好婆
媳等先进典型评选，让先进典型持续
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精准服务暖人心行动。认真举
办“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在春
节、元宵节、端午节、重阳节期间，
村（社区）组织送春联、元宵、粽子、
慰问老年人等系列活动，让更多居
民尤其是老年人感受到党组织的温
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联合市文
化馆举办“戏曲进乡村”业务培训，
联合彝人古镇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开展“翰墨送盛世 喜迎二十大”
群众文化书画展，邀请唐塔书画院
专家举办暑期青少年免费书法培训
班，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依托共驻共建单位资源及辖区
商家资源，开展免费体检、义务理
发等活动，让更多贫困群众享受免
费服务。

移风易俗筑同心行动。指导各村
（居）民小组制订村规民约，每季度评
选“红黑榜”，鼓励群众摒除陋习、厉
行节约、爱护家园。

走进安徽省铜陵市铜
官区西湖镇农林村，映入
眼帘的是整洁的柏油马
路、生机盎然的绿化苗木、
小而精致的美丽庭院，目
之所及处处皆是美景。农
林村位于铜陵市区东南
端，是安徽第二批省级特
色小镇西湖铜艺小镇、省
地共建体育特色小镇和安
徽省健康小镇所在地。

近年来，农林村坚持
把改善人居环境作为乡村
振兴的第一场硬仗来打，
按照“村庄环境优美、户户
干净整洁、整体亮点突出”
的目标要求，以基础设施
建设为切入点，以垃圾、污
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
主攻方向，强力推进垃圾、
厕所、风貌三大革命。

农林村把乡风文明建
设作为进一步深化创先争
优活动的重要载体，坚决克
服应付思想和畏难情绪、自
满情绪，把思想高度统一到
镇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上
来，集中精力，精心安排，周
密部署。制定详细的创建方
案，将工作任务包干分解到
每个小组、每个责任人，形
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的良好局面。同时，把创建
工作作为村一把手的重点
工作，靠前指挥，落实责任，
督查督办，真抓实干，研究
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农林村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大文
明乡风工作宣传力度，搞好宣传发动，
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内容，充分调
动全村居民参与文明创建和乡村振兴
的积极性。发动广大党员群众、志愿者、
文明劝导员深入各村民组、居住户，通
过村居宣传栏、发放宣传单、上门走访
等形式加强宣传，做到户户动员、人人
参与，努力提高全村群众的知晓率、参
与度和满意度，确保文明创建工作在全
村做到家喻户晓，进一步形成全民支持
文明创建工作的浓厚氛围。

农林村立足本村实际，以乡村振
兴为契机，把乡风文明建设作为城市
文明创建的“细胞”工程，抓实、抓好、
抓出特色。积极协助上级有关部门做
好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和长效管
理、违规广告和违章搭建的专项整治
等工作。深入开展法律、卫生、文化、科
技等活动，广泛开展争做“文明市民”
活动，抓好文明家庭、美丽庭院创建，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倡导文明新风。

如今，农林村文明乡风已深入民
心，村民精神风貌焕然一新，良好的文
明乡风正为农林村乡村振兴提供有力
支撑。

桑树庵村“公益洗衣房”
暖衣又暖心
津文

今年以来，天津市蓟州区下营镇
桑树庵村以服务群众为落脚点，积极
转变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基层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作用，不断完善实践站为
群众办实事功能，着力打通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以服务的便利度来
换取群众的满意度，以为民服务的责
任感来换取群众的幸福感。

11月14日上午，在下营镇桑树庵
村党群服务中心，村党支部书记高天文
正在“公益洗衣房”里忙着为村里的困
难群众清洗衣服，并将洗好的衣物进行
统一烘干。高天文说，现在天凉了，衣服
也厚，我们抓紧时间帮助大爷大妈把衣
服洗干净、烘干，尽快给大爷大妈送回
去。在送衣服的过程中，高天文还不忘
询问其他困难群众，有没有需要换洗的
脏衣脏被，并将其一并带回进行清洗。

“公益洗衣房”项目是桑树庵村探
索群众需求打造的便民利民服务项
目。村“两委”通过入户走访了解到四
失五类人员家里没有洗衣机和脱水
机，因年龄、身体原因，平时衣物清洗
相对困难。今年 4月份，该村设立了

“公益洗衣房”，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工
作人员每周都会定期开展上门服务，
把老人需要换洗的被褥、衣服全部收
起来，送到洗衣房进行清洗，并帮助烘
干、送回，实行一条龙服务，让“公益洗
衣房”真正温暖村里困难人群的心窝。

高天文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以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依托，将“公益洗
衣房”“公益剪头房”“公益小诊所”等
多项服务纳入为村民办实事清单，为
全村百姓提供更多的精准服务，以群
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实事为抓手，
为乡村振兴贡献温情力量。

今年以来，在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示范建设中，
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各社
区盘活辖区资源，因地制
宜，贴合群众需求，打造出
一批群众喜爱、乐于参与，
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
站。其中，叙州区南岸街道
金鱼社区以“四化”建设为
抓手，以示范创建为载体，
积极探索、创新推进运行
机制枢纽化、志愿队伍专
业化、服务活动常态化和
为民服务项目化的“四化”
示范建设路径。

运行机制枢纽化。按
照“金”品服务、“鱼”水浓
情的理念和社区文化价值
导向，社区文明实践站采
取信息发布、供需对接、资
源统筹等方式，向社区及
其周边辐射区域主动连接
社会各类主体，并以“询、
制、派、接、评”模式开展志
愿服务，实现文明实践机
制共享、阵地共用、活动联
办，最大限度发挥机制枢
纽作用。

志愿队伍专业化。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先后与
宜宾市酒都义工、叙州义
工、宜宾叙州春霞关爱儿
童志愿者协会等42家社
会组织进行合作。邀请宜
宾叙州社会组织培育服
务中心与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合署办公，以资源整合、活动
共建、资源共享的方式，完成志愿服务
队伍的组建、孵化、培养、服务等环节，
培养打造一批相对专业的志愿服务队
伍。截至目前，登记注册志愿者 1092
人，组建暖心志愿、便民利民志愿者服
务队9支。

服务活动常态化。按照“询、制、
派、接、评”工作步骤，以关注民生工
程、宣传精神文化等为主要内容，以儿
童、老人、贫困户等困难群体为主要服
务对象，紧紧围绕群众最关心、最困难
的大事难事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同时，利用各类法定节日和重要时
间节点，广泛开展道德、法治、卫生、健
康等文明实践活动。截至目前，已开展
各项活动 100余次，参与人数 500余
人次。

为民服务项目化。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电梯安装、业主
委员会成立、智慧助老、公共基础设施
等设计相应的文明实践项目，分类科学
成立专业的志愿服务队伍，细化志愿服
务内容，明确志愿服务要求，设定志愿
服务期限，贴近群众所想、所急、所盼，
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步凝聚社区力
量、推动社区治理。志愿者余学彬组建
的社区物业管理志愿服务队，专门解决
老旧小区改造协调、电梯安装以及小区
业主委员会成立等实际问题，截至目
前，已完成服务项目20个，正在进行的
服务项目10余个。

今年以来，浙江省建德市莲花镇探索打造党建引领的“工坊+商超+农户”的经营模式，发展订单农业、农博园等强村富民产业，为乡村共同富裕注入新的
动力 ，助力乡村振兴。图为11月17日，莲花镇党员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帮助农户采摘黄瓜，助力农户增收致富。 宁文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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