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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会好风尚提振农村精气神 

徐旭东 

中共射阳县委 射阳县委宣传部 

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这是加强党对“三农”工

作全面领导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环节。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也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省

“社会文明达到新水平”的目标要求，强调要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貌、文明风尚、行为规

范。近年来，射阳县凝心聚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增强农民凝聚力、提振农村精气神，县级以上

文明村镇占比 63.11%，鹤乡大地焕发文明新气象，为进一步提振农民精神打下了坚实基础。 

坚持思想引领，厚植文明沃土 

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进群众，让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走进基层是做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要

义，我们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管齐下，夯实农村思想根基。 

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统筹运用传统阵地和新载体新手段把理论宣讲融入惠民服务、文化生活、情景体验等。注重科学理论

的领会转化，让身边人说身边事、用百姓话说百姓事、用大白话说天下事，把新思想讲深讲透。组建来源广泛、类型多样、结

构合理的理论宣讲志愿者队伍，开展讲故事能力培训，增强理论宣讲针对性吸引力。已构建 658人的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

镇“百姓名嘴”宣讲队、村草根宣讲员三级宣讲体系，打造示范宣讲课题 109 个，开展新思想“七进”活动 1786 场次。打造

“1+15”县镇宣讲矩阵，“百姓名嘴”工作室实现乡镇全覆盖，培养农村理论宣讲志愿者 227 人，近三年开展宣讲活动超千场

次，16名宣讲员获市级以上表彰。 

筑牢意识形态阵地。深入贯彻党的宣传工作条例，按照中央和省、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决策部署，组织学习《党

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党委（党组）“责任清单”，完善知责明责“责任链”，形成全流程的工作规

范。常态化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专项检查，三年来开展 6轮对 55个部门单位的巡察，并落实整改提升。不断强化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将意识形态工作落实到具体的阵地上，建成 1个市级和 10个县级意识形态工作联系点。完善县、镇、

村三级一体化网信工作体系，网络生态持续改善，网络空间日益清朗。 

展示发展生动实践。融合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县内全媒体矩阵平台开设专题专栏，强化与

各级主流媒体沟通交流、合作共建，强化舆论引导，讲述射阳故事。2020 年，刊发《江苏射阳：“微实践”厚植文明沃土》等

“乡村振兴”主题报道近千篇，好人志愿服务队、“鹤乡小板凳”理论宣讲等特色做法引起良好社会反响。机关干部挂钩到 77

个网格，邀请第三方每两月开展一次模拟测评，推动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创建取得阶段性成果。 

整合要素资源，丰富文化生活 

广泛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文化涵养、增强文化认同。我们坚持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构建集约化、均等化、全员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蓄积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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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强阵地让群众乐意参加。全面建成“农村一公里”公共文化服务圈。持续抓好 15个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 238个村居

（社区）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完善提升，建成 300 个志愿服务驿站。完善县级文化图书总馆建设，推进实施城市书房建设，

推动 6 个乡镇建成文化分馆。各镇（区）全部建成面积在 800 平方米以上的综合文化站且 100%达到国家等级站标准，高标准建

成 238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166个“幸福小广场”。 

壮大队伍让活动有组织。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开展文化结对帮扶，制定政策引导企业家、文化工作者、科普工作者、

退休人员、文化志愿者等投身乡村文化建设。以党员干部志愿者、文化科普等专业人才、现代乡贤、“五老”为主体组建文化

文艺、科学普及等 10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在现有宣传干事、文化专干的基础上，组建全省首家村级专职宣传文化管

理员队伍。 

做优活动让影响更广泛。推动文化下乡，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贴近农民，推出淮剧小戏《良心》、农民画《幸福莲莲》、

杂技《扇舞丹青》等具有浓郁乡村特色、充满正能量、深受农民欢迎的文艺作品。依托全县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点），聚焦群众需求，围绕“我和我的祖国”“小康路上有你有我”等主题，以“我们的节日”为主线，及时开展便民服务、卫

生健康、文明行为、义务捐赠等各类精神文明教育活动，累计达 1.6 万场次。强化淮剧团、杂技团等专业院团建设，组织“送

戏下乡”活动，提升覆盖面、适用性和实效性。 

赋予时代内涵，传承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承载着地区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我们着力推动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有机结合，传承传统文化，留存乡村

之魂。 

抓好红色历史遗存保护和展示。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建成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共华中工委纪念馆，编写 60万字的

《从耦耕堂到总统府——中共华中工委史略》和《华中工委人物录》，并以纪念馆为阵地，开展红色文化宣传教育。域内以胡特

庸、陈发鸿等 16个烈士命名的镇村全部建成红色文化传习所。弘扬军垦文化，建成开放农建四师暨淮海农场历史陈列馆。 

统筹非遗文化传承和利用。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农民画、草编技艺入选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淮剧、杂技、纹银制作等 5 项技艺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组织评选“文化工匠”，建立农民画院、

草编车间，培育一批非遗传承人。桃园家饰被确定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强化价值导向，推动移风易俗 

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对全省宣传思想工作批示中要求，找准宣传思想工作的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把牢正确方向，加强

系统谋划，创造性开展工作。近年来，我们坚持正面引导、反面警示，划清传统礼俗、陈规陋习界线，探索常态长效措施路径，

树立文明新风。 

两个《纲要》落实融入生活。扎实抓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贯彻落实。制定

贯彻落实两个《纲要》工作方案，印发宣传手册 40 余万册，推出专栏稿件 230 余篇，开展专题宣讲 1100 场次。将公民道德建

设和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各项规章制度，推动形成上下联动、面上融合的工作格局和整体效应，在全社会

广泛营造学习、宣传、践行两个《纲要》的浓厚氛围。 

先进典型示范文明乡风。连续七届组织百万射阳人评选百名“最美射阳人”活动，每年组织开展“文明家庭”“最美家

庭”“两户一家”联创联评和“好家风好家训好家规和好邻居好婆媳好妯娌”等评选活动，示范引领群众向善向好。群众身边

好人和道德典型不断涌现，8人获评中国好人，70多人次获评省、市好人和道德模范，他们的动人故事在鹤乡大地广为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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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约四会”规范乡土人情。县两办印发《射阳县乡风文明建设实施意见》，县文明办印发《射阳县乡风文明提升工程实施

方案》，扎实开展“四大行动”，全面推进“十二项重点工作”，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机制保障。238 个村居“一约四会”

全覆盖，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抵制封建迷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