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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党中央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战略部署，是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

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基础工程。去年以来，徐州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徐州重要指示

精神为主线，抓好贾汪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全国试点的契机，先行探索，面上推广，着力在抓导向、

抓融合、抓动员、抓创新上下功夫，努力打造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新阵地。

一、在抓导向上下功夫，筑牢干部群众的思想根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时代特征是用新思想引领，引导基层群众自觉学习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我们用接地气、冒热气、赢人气的“四化工作法”，讲解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思想道德教

育，力求让百姓听得懂、悟得深、真点赞、愿参与。一是宣讲通俗化。充分利用“百姓名嘴”、老教师、

文化能人、民间艺人等乡贤人才，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朴

实无华的土话白话，通过快板、三句半、梆子戏、柳琴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示出来，让群众一听即

会、一看就懂。二是理论具象化。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让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近年来徐州积极践行新发展

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人居环境优化、文明城市创建等方面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引发思想上的共振，达

到感情上的共鸣，有效激发基层群众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爱党

爱国爱家乡的真情实感。三是党课情景化。尝试用文艺演出的形式为党员干部上“情景党课”，作为理论

学习、政治学习的补充，先后推出音乐剧《焦裕禄》《淮海儿女》，梆子戏《母亲》等优秀作品，在情景

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引导基层党员群众不断锤炼政治品格、坚定理想信念。四是活动常态化。在党员队伍中

建立健全“周末学堂”“党员学习日”等日常学习制度，有效提升党员政策理论素养；按年度制定落实各

镇村理论宣讲计划，按季度安排文化惠民、道德讲堂活动，按月度组织身边好人评议，通过制度化、常态

化、规范化的活动安排真正让主流思想舆论牢牢占据农村思想阵地。

二、在抓融合上下功夫，夯实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必须立足实际，大力实践，才能使之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贯穿

融合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一是与学习推广马庄经验结合起来。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马庄重要指

示精神，把“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作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的，把马庄村加强思想

教育、繁荣文化生活、推动移风易俗、建立家庭档案、突出典型示范、健全体制机制等特色亮点做法向全

市农村推广普及，为各地文明实践活动开展提供指导。二是与推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市县两级

均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联席会议制度，推动乡村振兴相关职能部门提高政治站位，真正把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作为分内之事、分内之责，作为部门职能工作的一部分，切实动起来、沉下去，在

新时代文明实践这个主题下聚合发力。三是与提升农村综合服务能力结合起来。从源头抓起，推动有关部

门把新型农村社区按照江苏省文明村镇的标准来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统筹考虑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乡村学校少年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阵地、志愿服务站点等的建设和使

用，把基层群众吸引到农村“两委”的各项综合服务体系中来。



三、在抓动员上下功夫，汇聚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运用系统性思维、坚持普惠性方向，广泛动员社会各

方积极参与，汇聚上下左右统筹联动、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一是突出党员干部带头。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多次深入基层开展考察调研活动，深入试点地区了解工作进展、协调解决突出问题。

试点县（市）区主要领导既挂帅、又出征，带头做志愿者，带头开展志愿服务，落实好政治责任，发挥好

示范引领作用。农村党员干部强化标杆意识，深入开展“党员挂牌亮户先锋行”等创建活动，以党风促政

风带民风。二是突出机关单位先行。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成立试点工作指导组，所有班子成员结合各

自分管工作，经常深入试点工作一线，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商研对策、推动解决，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

进。市文明委组织市级机关志愿服务队深入试点地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助推基层文明实践活动开展。

三是突出专职兼职结合。各镇文明实践所均成立日常办公机构，由乡镇宣传统战委员、宣传干事等 3-4 名

人员组成。各文明实践站均配备 2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人为专职联络员，从现有的熟悉村情民意的劳动保

障协理员中择优聘用，作为 A角；另一人是由村团支部书记、妇联主任或其他副职村干部兼任的联络员，

作为 B角协助专职联络员开展工作。四是突出群众全员参与。始终坚持“在服务群众中引导凝聚群众”的

工作理念，针对农村地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较多等特点，精心设计农村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载体

形式，全面普及“为空巢老人做家务“”四点半课堂”等活动项目，有力吸引群众广泛参与实践，有效增

加文明实践活动的参与率、覆盖面。

四、在抓创新上下功夫，焕发群众参与的创造精神

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试点地区在建设模式、运行方式、活动形式上创新思路，形成“一镇一品”、

“一村一品”，不断提升文明实践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一是围绕实践项目谋创新。贾汪区全面推行“两

包两联”工作法（乡镇干部包村、村组干部包片，村“两委”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通过镇组织推

动、村对接落实，实行文明实践“十必联”：凡群众家中有喜事、丧事、难事、急事、病事，村“两委”

工作人员必上门联系；凡群众家中有矛盾纠纷、信访诉求、当兵入伍、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村“两委”

工作人员必上门联系，让文明实践工作“到村、进户、见人、走心”，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温暖人心、凝

聚人心的作用。二是围绕资源整合谋创新。邳州市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同步

推进，整合“民声通”、文明实践热线电话等信息平台，在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文明实践信息

中心”，加强与基层群众的沟通互动，广泛征集群众对志愿服务的合理诉求，据此制定志愿服务“菜单”、

接受群众“点单”服务。三是围绕志愿服务谋创新。贾汪区在志愿服务队伍管理方面，创新实施“三个联



动”模式，区、镇、村三级联动、各级志愿服务组织联动、机关党员和农村群众联动，实施“5432”工程：

即打造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技与科普服务、健身体育服务等 5平台，实现中心、所、站、

点 4级覆盖，统筹总队、分队、高校 3支队伍作用，同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县级融媒体中心 2个

中心建设，形成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