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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月，中央文明办调研江苏文明实践工作，提出了“建设一支永不走的志愿服务队”的工作要求。

海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新建设基层村组一线文明实践点，以自上而下的宣

传引导教育和自下而上的民意收集办理，建设形成遍布乡村的文明“矩阵”，打造上下贯通的实践“闭环”，

推动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任务下达，建成联系服务群众的“10分钟志愿服务圈”和群众身边“永不

走”的志愿服务队，汇聚起“产业高地、幸福之城”崛起的强大合力。

矩阵化加强阵地建设

基层文明实践阵地是志愿服务活动的有效载体和平台，为基层文明实践工作提供了硬件支持。围绕打

造“群众身边的 10分钟志愿服务圈”、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100米”的要求，海安设计构建“五纵五横”

的阵地工作网络，在已有实践所、实践站和部分基层实践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工作触角，拓展布局空间，

通过行政推动，在全市 5097个村民小组统一启动基层文明实践点建设工作，打造全域化、标准化、矩阵化

的阵地分布，实现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的目标。

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建设基层文明实践点，不是另起炉灶，重搞一套，而是要盘活已有资源，借助

现有优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如统筹调配好基层党小组之家功能，发挥好农家书屋、家庭文化室、文化

中心户、文明驿站、邻里中心等已有阵地的作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益。结合实践点所在家庭自身人文

特色、周边群众的共性需求，科学规划好实践点布局，处理好在功能上的共性兼顾和个性各有侧重的关系，

在位置分布上因地制宜，特别是注重对城郊村、中心村、边远村等不同类型小组服务点的分类指导和推进。

标准为要，各具特色。实践点建设的基本要素标准由实践中心办公室统一设置，具体按照“三个一”

的要求布置，即一个统一标识、一支志愿队伍、一份实践菜单。当然，统一标准并不是一刀切、搞克隆，

各基层实践点的建设设计可与村容组貌、周边环境、村情特征等相结合，实现各种要素互融互促，让文明

实践“处处可见、各有侧重”。各个实践点、志愿队伍的名称设计，既注重相对统一所在区镇或所在村元

素的体现，又注重特色鲜明、很接地气的要素凸显，让群众一听就明、一提就知，一看就懂。

完善功能，服务中心。围绕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把文明实践点建设成理论宣讲学习的小

讲堂、知识传授的小课堂、议事参政的小门厅、服务群众的小窗口等，进一步彰显实践点凝聚人心、引领

乡风、带动民风、净化社风的作用和功能。各类实践点既可独立运作，也可借助独特的资源优势，采取组

合的方式共同开展活动，发挥思想引领、道德教化、文化传承、文明倡导的综合功能，实现文明实践“到

村、入户、见人、走心”的目标，让基层小阵地发挥大作用，小小实践点展示大功能。



以奉献精神拉长服务短板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广大志愿者奉献爱心的重要渠道。建设群众身边“永不走”

的志愿服务队，要以奉献精神拉长志愿服务短板，实现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100米”的目标。

中央和省市关于文明实践工作五个方面的任务内容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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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文明生活方式”，这是实践点建设的着重点和着力点。借助文明

实践点这一根植于群众身边的载体平台，让党员干部以志愿者的身份走近百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

播新思想，有效发挥统一认识、化解矛盾、增进情感、激发动力的作用，更好地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

筑同心。

通过开设网上“心愿墙”征集群众需求及志愿者服务意向，设计“欢乐暖万家”“童享阅读乐”“爱

心暖空巢”“我是你的眼”等 200多个志愿服务项目。“百姓名嘴”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项目有效满足广大

基层群众在政策理论学习、精神文化生活、专业技能培训、移风易俗等方面的共性需求，受到基层群众的

欢迎。

发挥小组实践点收集社情民意和代理群众事务的作用，动员引导志愿者深入群众，与基层群众零距离

接触、交流，鼓励支持广大群众有事到实践点说，有困难到实践点解决，确保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

将问题、矛盾化解在最基层，让群众感受党的温暖关怀就在身边，自觉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做强品牌强化队伍建设

建设群众身边“永不走”的志愿服务队，要做强志愿服务品牌，强化队伍建设。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

先进队伍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志愿”是新时代文明实践最有温度、最有价值体验、最有道德情感的热词。在蓬勃开展的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活动中，党员干部的主导作用和农村群众的主体作用不断彰显，党委政府关心照顾和群众互帮互

助更好结合起来，广大群众逐步从被服务对象转变为志愿者，在参与文明实践中体悟美好生活、提高自身

素质，也托起社会文明的新高度。



以骨干带动发挥引领作用。吸引广泛社会力量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充分发挥好村干部、党员、网格员、

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的骨干作用，根据需要“专人专岗”设置基层点位，实现基层阵地人员配置相对稳

定。海安市级成立志愿总队，整合教育、文艺、法律等组建 50支专业队伍带动 300多支基层志愿队伍，形

成上下联动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格局。充分吸纳 20多家民间志愿队伍，招募党员干部、群众 14万多人加

入志愿队伍。

以品牌服务深化文明实践。开展海安文明实践深化行动，唱响文明实践“四季歌”之“春之声”“夏

之韵”“秋之实”“冬之暖”。结合时间节点、重大节日，奏响文明实践协奏曲，精心设计活动项目，常

态化开展有价值导向、有文化内涵、有情感有温度的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依托“文明矩阵、实践闭环”，

重点打造政策理论宣讲、乡风文明倡导、主流价值引导、先进典型宣传、文艺轻骑兵等志愿队伍，积极开

展“新思想我来讲”“乡风文明我来引”“青墩文化我来宣”“魅力海安我来演”“主流价值我来

播”“先进典型我来扬”“困难群众我来帮”等各类特色志愿服务项目。

以正面导向推进各类服务。各实践点结合具体实际设置特定的志愿服务日，每月正常开展活动。以实

践点为圆心，开展各类为民服务，吸引返乡青年人才、种养大户、“五老”人员等更多的村民加入志愿服

务队伍，更好地发挥基层文明实践阵地的正面导向作用，推动更多实践点的自愿、自发涌现，构建形成海

安基层一线“文明矩阵，实践闭环”特色模式，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成果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