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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

入寻常百姓家”。打通党的理论传播“最后一公里”，需要不断加强基层理论宣讲载体建设。淮安市开展

新思想通俗理论作品创传中心建设，深化基层理论宣讲平台载体、内容生产与手段方式创新，不断推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

整合资源，开辟基层理论宣讲新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围绕巩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先后部署开展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和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着力强化基层新闻舆论阵地和精神文明阵地。当前，基层理论学习宣讲一定程度存在阵

地缺失、组织涣散等现象，在工作推进中存在统揽不足、抓手不多等问题。为此，我们整合现有基层理论

宣讲资源，加强资源共享与互通，与两个中心建设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着力夯实基层宣传阵地，创新建

设新思想通俗理论作品创传中心，开辟了基层理论宣讲新阵地。

建好用好新阵地的关键是要搭建好“四梁八柱”，在资金投入、场地建设、队伍搭建、制度保障等方

面注重整合现有资源，夯实巩固工作基础。在平台建设上，针对以往理论阵地混乱、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我市整合现有文化礼堂、道德讲堂等资源，借助新建的融媒体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阵地，确定相

对固定的场所作为集中创传阵地，悬挂统一标牌，打造“实体化”的活动平台，建立县区、镇（街道）、

村（社区）三级创传中心组织。在队伍建设上，吸纳政治素养好、理论水平高、宣讲能力强的领导干部、

专家学者、先进典型、百姓名嘴等，整合地方专业文艺团队和群众性文艺人才，组建“理论解读”“百姓

宣讲”“文艺演出”三支队伍，确保创传作品在内容和形式表现上融思想性、亲和力、艺术化于一体。在

建章立制上，坚持高位谋划推动，制定《关于建设新思想通俗理论作品创传中心的通知》《关于加快推进

“1+16+X”新思想通俗理论作品创传中心建设的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明确了“有制度、有场地、有标

识、有队伍、有菜单”的建设标准和“传理论、传政策、传法律、传文化、传精神”的传习任务，为中心



建设提供制度支撑与保障。目前，全市 7个县区已全部完成中心挂牌并进入实际运营状态。

规范流程，打造理论作品生产新模式

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船”却不多。为此，我市在创传

中心建设中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创作生产机制，着力创作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通俗理论作品。

在以往理论作品创作中，范本和话语、流程和标准等各不相同，没有相对统一的规范，导致创作出的

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形式单一，综合运用推广不够。针对这些问题，在运营机制上，我市推广创传中心主

任负责制，下设“一室两组三部”：作品创作室负责对理论作品文本的前期创作生产；线下排演组负责组

建精品创作团队，开展集中研讨和排演活动；线上全媒组负责借助“网、端、微”等全媒矩阵，开展理论

作品全媒发布；文本协作部、图文制作部、视频创作部负责理论作品的多形态制作和生产。在创作流程上，

制定作品创作四大基本流程：文本创作流程以党的创新理论为主题开展艺术加工，创作接地气、有温度的

文稿作品；作品排演流程根据文本组织节目的初次加工与创作；多点加工流程对作品进行图文、影音等多

点创作，重点开展微动漫、微视频、微电影等形式创作，打造一批制作精美、生动活泼的多形态作品；全

媒传播流程利用全媒矩阵，开展多维度呈现与全覆盖传播。在作品展演上，通过现场观摩会等形式，定期

组织优秀作品评选，对优秀作品分门别类进行整理汇编，同时建立巡演汇演制度，在重要时间节点、重大

活动期间组织优秀作品展示演出，吸引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看展演、学理论、涨知识。截至目前，全市已创

作生产各类通俗理论作品 300余件，开展巡演展演 40余场次。涟水县推出学“习”成果发布厅，每季度运

用直播、H5、微视频等线上线下形式，同步发布、多元传播创作的理论作品。

创新方式，构建精准有效传播新常态

一直以来，如何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是基层理论宣讲需要迫切解决的

问题。当前理论宣讲的方式方法仍局限于重宣传、重说教的传播方式，灌输痕迹明显，对听众心理、接受

习惯分析不到位，基层群众对我们宣传的理论要么看不懂、要么不爱看，理论宣讲存在自说自话、自我欣

赏的现象。特别是当前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人们获取理论信息的方式、形态、渠道已经被重新定义，迫切

需要我们紧扣群众“看得懂、坐得住、听得进”要求，遵循现代传播规律，在手段和方式创新上持续用力，

确保基层理论宣讲贴近生活、回应现实、走进人心。

在表达方式上突出讲好群众故事。小故事可以蕴含大道理，讲故事作为朴实而又经典的理论宣讲方式，

具有拉近感情、以小见大、以情动人的优势。老百姓喜欢听的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而不是空洞枯燥的理

论说教。讲好群众故事，才能推动党的思想理论深接地气、直抵人心。我市以党的创新理论为主题，突出

把宣讲的大主题与地方实际相结合、把普通话编译成地方话，在专家学者进行理论解读的基础上，重点由

百姓名嘴进行话语转换，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语言、借助群众身边人身边事，通过拉家常、讲故事的形

式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创作生产出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通俗理论作品。

在呈现形式上力求大众化多样性。理论文本作品创作完成后，只有以人们愿意看、喜欢看、看得懂、

记得住的可视化多形态呈现形式，才能使相对枯燥深奥的理论变得有趣而活泼、易于接受，满足干部群众

的不同“胃口”。我市突破以往单点制作传播的局限，借助融媒体中心等平台和手段，通过开展微电影创

作大赛等活动，以网言网语等对作品进行深度制作与再加工，重点打造 H5、动漫、快闪、微视频等表现形

式，推动产品内容从静态到动态、从一维到多维、从单项到交互，满足多终端传播和多种体验需求，先后

开发了“听习近平讲故事”“信仰的味道”“新时代来了”等 300余个多形式的原创理论作品。



在传播手段上彰显网络新媒体优势。理论宣讲必须紧跟时代步伐，突出“微传播”和“融媒体”理念，

搭建线上理论传播平台，增强网上群众特别是年轻用户的“黏性”，从而直达干部群众掌上、指尖。我市

综合运用“两微一端”和移动多媒体等新技术新手段，借助学习强国、手机党校等理论学习网络平台，依

托淮安发布、无线淮安、掌上淮安等现有本地平台，开发“德润淮安”理论微信公众号，以全网推送、互

动直播等形式开展线上传播，有效地提升了理论宣传的到达率、阅读率、点赞率。今年 2 月，我市举办走

进洪泽湖区“湖上升明月”理论宣讲活动，打造演出现场、连线现场、直播现场三个现场，得到各方充分

肯定。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内容是理论传播的“本”，好的内容自带流量。

可以说，高质量的理论作品是解决理论武装这一“过河”任务的“桥和船”，基层理论宣讲关键在于精品

理论作品的生产创作。当前关于如何“过河”的理念方法一大堆，但真正的“桥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