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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被

列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全国试点以来，宜兴市坚持先行先试、全域推动，形塑“三级五建五平台”

工作架构，以示范创建为抓手，以志愿服务为依托，通过高站位统领文明实践工作、全市域构建文明实践

体系、优质化创树文明实践品牌等举措，努力打造文明实践样本，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推向深入。

高站位统领文明实践工作

突出政治引领，建强文明实践阵地。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根本目的是

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重点任务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宜兴通过建立“1个中心、18个所、312

个站”的三级文明实践阵地网络，大力宣传阐释党中央、国务院大政方针和省委、市委惠民政策，注重对

舆情热点和政治敏感问题的正面引导。

突出文化引领，繁荣基层文化生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牢牢占领农村思想

文化阵地，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任务。宜兴立足市陶瓷博物馆、徐悲鸿故里文化园、太华山新四军和

苏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等文化阵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过挖

掘地域人文特色，做大“一村一文化·文明沐农家”精神文明建设品牌，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助力乡村

文化复兴。

突出实践引领，立足群众需求导向。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突出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引导群众在潜

移默化中践行新风尚、传播正能量，是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宜兴为满足群众所思所想

所盼，开启“点亮行动”，构建群众“点单”、中心“派单”、志愿者“买单”、群众“评单”的工作回

路，建成全覆盖、分众化、菜单式的文明实践活动服务网络。

全市域构建文明实践体系

融通资源调配共享机制。坚持组织联建。打破传统的垂直型、行政化、单位式的志愿服务活动模式，

探索职能合并、调剂使用、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坚持工作联动。围绕共建项目统一谋划、共商措施、协

同推进，推进基层群众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资源联合。通过加强片区联盟内各成员单位间的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经验借鉴和力量整合，形成契合本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的路径和模式。

激活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壮大志愿队伍，理顺“四动模式”。志愿者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体，宜兴

通过组织发动、行政推动、党员带动、社会联动，鼓励和引导志愿服务个人和团队参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涌现出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最美逆行者，“最美战‘疫’先锋”事迹系列展播引起社

会广泛影响。激活民间资源，确保“四同一扶”。对民间资源和体制内资源实行同等待遇，即资源力量同

等整合、示范创建同等参与、项目实施同等支持、活动开展同等融合和民间项目重点扶持。



健全考评奖惩推进机制。强化督导考核，健全规范高效管理体系。按照阵地建设、队伍建设、风采展

示、承办任务、宣传成效以及群众满意度等，每月实地督查、每季综合测评，将活动开展和参与情况作为

干部任用、入团入党的重要参考。树立价值导向，建立志愿服务激励制度。着力构建褒奖回馈、关爱礼遇

的保障激励机制，不断提升志愿服务的认同感和参与度。设立负面清单，确保褒奖激励权威公正。

优质化创建文明实践品牌

政策理论宣讲。建设“晓 Li 的家”新时代文明实 践宣讲团，打造“陶都好声音”理论宣讲品牌。突

出四大主题，明确宣讲内容。干部专家讲政策理论，突出服务群众，做理念传播者；道德模范讲先进事迹，

突出示范引领，做新风先行者；百姓名嘴讲生活变化，突出群众参与，做时代感恩者。开设四类讲坛，创

新宣讲模式。“固定+流动”“线上+线下”，拓展走访式、讲堂式、座谈式、展演式、指尖式五种宣讲模

式，城乡媒介常态化播放的“陶陶都都”话文明系列公益视频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注重因地制宜，推

进菜单选课。定制“N 个选修课”，如湖㳇镇拟定旅游产业、民宿经济等选题，开发区则围绕大数据、产

业升级等主题进行宣讲。

主流价值引导。选立标杆典型，带动文明新风。开展学习时代楷模、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系列活动，

吕大姐“宜博”志愿服务团、国网宜兴供电公司“蜜蜂行动”、“不倒翁”计划等志愿服务项目有力弘扬

了爱岗敬业、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培育乡贤文化，探索基层自治。放眼陶都，凝聚乡贤志愿

者，当好矛盾调解员，不仅有周铁老街鹤鸣楼妇女微家邀你“吃杠茶”，亦有宜城街道和平社区的“和事

佬议事厅”、张阳村的“乡贤议事会”，逐渐形成了新时代背景下不断创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自治模

式。

乡村振兴实践。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触角延伸到文旅产业、生态治理、强村富民等工作中。

一方面，借力地域人文资源建设美丽乡村。张渚镇以梁祝文化带动旅游发展，打造“中国张渚梁祝爱情文

化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程，从更高层次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白塔村凭借自然生态优势，发展生态农业和

乡村旅游业，绘就一幅乡村振兴的新时代画卷。另一方面，建立挂钩联系机制实施产业扶贫。坐拥华东最

大石材的万石镇文明实践所与四个经济薄弱村挂钩，依托地方特色产业开展精准帮扶；张阳村文明实践站

与合作社挂钩，推广“党支部+合作社+电商+农户”联动模式，引导合作社带民致富。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实践启示

坚持全方位动员，统筹各类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党委政府强大的政治优势和动员能力，统筹使用政府、

企业、高校、社会等资源，使文明实践活动更具特色、更富活力。其一，体制动员是主导。主要是指党委

对政府部门的动员，包括体制机制建设、阵地资源整合、志愿服务动员三个方面。其二，企业动员是特色。

企业是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主要力量，主要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自下而上的动员。其三，社会动员是

基础。主要是指对各类社会组织的动员，包括社团、社区志愿服务团队等社会力量的动员。其四，线上动

员是支撑。通过共建融媒体中心和新时代实践中心，依托“互联网+文明实践”模式构建志愿服务新样态。

坚持融合式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在做好全国文明城市常态长效管理的基础上，要推动文明创建

向镇村延伸，健全组织动员、项目推进、表彰激励等机制，大力开展文明风尚培育、村容村貌提升、农村

便民服务等工作。要将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入基层治理之中，以扩大群众参与为重点，进一步丰富实践活动，

动员引导群众投身乡村振兴。

坚持实效化提升，真正做到群众心坎上。其一，让群众更有获得感。通过实地走访和大数据分析，优



化服务内容，使需求采集更便捷、供需对接更精准、资源匹配更高效。其二，让群众更有幸福感。针对不

同人群，开展面对面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对乡村百姓，把实践活动送到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对务工

人员，把实践活动送到施工工地、工厂车间；对城市居民，把实践活动送到居民小区、企业单位。其三，

让群众更有认同感。在农村地区以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为重点，着力解决农村地区封建迷信、大

操大办等突出问题；在城市社区以加强和睦邻里、温情邻里建设为重点，着力解决城市居民人情冷漠、诚

信缺失等问题，形成城乡同步推进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