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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桦甸市相继被确
定为省级、国家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试点县（市）区。自此，一
场声势浩大的文明建设行动在北国
金城渐次展开。

为真正将新时代文明实践落到
广大群众身上，桦甸市深入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引领志愿
服务队伍走进村屯，通过文明实践
温暖人心，积极打造宣传群众教育
群众时代新引擎，努力打通关心群
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绘出一幅
多姿多彩的新时代文明画卷。

建 章 立 制 构 建 文 明 实 践
“11355”立体运行模式

一项事业的成功，往往离不开
章程开路。制度相随，做起事情来
才有抓手。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干
不成大事业的。文明实践中心的建
设，也不例外。

“我们研究制定了《桦甸市建设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方
案》，同时制定了《桦甸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管理暂行办法》，为建好
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促进文明实践活动制度化、规范化、
常态化提供了基本遵循。”桦甸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负责人介
绍说。同时，他们针对文明实践中
心日常工作及活动，分别制定了《学
员管理制度》《宣讲管理制度》《活动
管理制度》《联系指导制度》《考核激
励制度》，力求覆盖文明实践活动各
个方面。

在建章立制的基础上，结合文
明实践各项工作任务及具体要求，
桦甸市创新推出“11355”立体运行
模式：设立一套班子，即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组织机构，由市委书记、市
长任主任，市委副书记、常委宣传部
长和分管农业、文教的副市长任副
主任，相关单位一把手为成员。组
建一支队伍，即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总队，市委书记、市长为总队
长，常委宣传部长为副总队长，宣传
部主管副部长为执行副总队长。实
行三级管理，即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和志愿服务总队、志愿服务分队
三级架构。打造五大平台，即理论
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技科
普服务、健身体育服务等五大平
台。抓好五项任务，即学习实践科
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
行主流价值观、丰富活跃文化生活、
持续深入移风易俗。

实践证明，在这一运行模式下，
文明实践工作的任务、方法、内容、程
序更加清晰，便于掌握、操作和落实。

整合资源 城乡一体化推进文
明实践

资源是文明实践活动的主要依
托。

试点建设工作启动以来，桦甸

市着眼于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围绕
五大平台建设，在所有权、管理权及
人、财、物不变的原则下，整体统筹
使用各类资源，城乡一体化同步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

一方面，城区做出表率。在市
区依托桦甸市文体中心，成立了集
文艺创作培训、图书借阅、多媒体阅
读、健身体育于一身，文体特色鲜明
的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市
内街道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5
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10个。
同时，积极挖掘社会力量，丰富文明
实践所、站建设载体，结合爱国主义
教育、全民阅读等方面活动，打造文
明实践点10余个。

另一方面，村镇积极响应。“在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统一要求
下，各乡镇分别成立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上有所承下有所启，各行政村
文明实践活动及志愿服务活动得以
实现常态化。”桦甸市委宣传部文明
指导科科长董霄说，他们对行政村
的党员教育中心、道德讲堂、农家书
屋、文化广场、青年之家、妇女之家、
卫生室等各类资源场所全部进行整
合融通，积极组建行政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截至目前，在乡镇村屯
共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9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 166 个，各类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正在持续
展开。

强化力量 志愿服务直通基层
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是文明实践活动的主

要力量。
桦甸市在市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总队框架下，在整合原有“大爱金
城”志愿服务品牌基础之上，重点建
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三个
层次的志愿服务队伍。

文明实践中心层面，由宣传、教
育、卫生、文化、法律、民政、科技、农
业等相关单位牵头，组建了理论宣
讲、新乡贤、法律服务、青年志愿者、
巾帼志愿者、教育服务、文化惠民、
科技科普、医疗卫生、移风易俗、乡
村振兴、脱贫攻坚、红色文艺轻骑
兵、帮扶助困 14支文明实践骨干志
愿服务队，由牵头单位主要领导担
任队长，志愿者目前已达到 1万余
人。

文明实践所层面，在各乡镇街
道组建了 14支志愿服务队，由乡镇
街道党政主要领导担任队长，目前
志愿服务人员达到2000余人。

文明实践站层面，各乡镇街道
所辖行政村组建了 166支志愿服务
分队，由行政村党组织书记担任分
队长，志愿服务人员达到2万余人。

“队伍建设为活动开展提供了
坚实保障，各项志愿服务活动直通
基层，从而打通了关心群众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桦甸市委宣传部
文明指导科工作人员刘亚男说。对
于市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的志愿
服务，她如数家珍：帮扶助困志愿服
务队多次深入各村屯，走访帮扶贫
困家庭学生；市文联“红色文艺轻骑
兵”志愿服务队实地深入各文明实

践所站，为当地群众送去文艺演出；
医疗卫生志愿服务队多次深入贫困
村开展扶贫义诊活动……特别是今
年疫情发生以来，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组织发动全市各文明实践
所、站千余名志愿者，积极开展卡点
测温、入户登记、隔离服务等志愿服
务活动，为桦甸市全面打赢疫情防
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贡献了
应有力量。

提升影响 文明实践普惠群众
深入人心

有制度、有阵地、有队伍，事业
就有了基础。如何让新时代文明实
践在当地形成广泛影响，提升群众
的认知认可度？

桦甸在实践中探索出下述途
径：通过合理调配使用国家、省和
本级专项资金，桦甸市在吉桦、桦
辉公路沿线设置文明实践地标、微
景观，发布大型公益广告，在主街
路投放宣传灯箱，打造新时代文明
实践宣传示范带，与美丽乡村示范
带、党建示范带“三带”融合、共建
共享，形成贯穿沿线、辐射全域、带
动城乡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格
局。同时，通过印制文明实践宣传
年画、发放工作手册等形式，不断
提升城乡群众的知晓度和认知认
可度。

以项目化的形式丰富文明实践
活动载体，在提升整体工作效益效
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提升文明实
践活动在城乡居民中的影响力。围
绕这一思路，公吉乡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横道河子乡杉松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分别通过开展免费的农
民画创作技能培训和草编技巧传
授，带动相关产业良性发展，促进
从业农民脱贫增收致富，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实现了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在基层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推动了文明实践工
作可持续；市政协“金城商量”协商
平台、市司法局“百姓说事点”等项
目打造，充分搭建起群众反映诉
求、提出需求的平台，畅通了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为民解忧的工作渠
道，激发了群众共建幸福桦甸的主
人翁热情。

创新载体 统筹推动文明实践
全面开花

为创新推动文明实践工作，桦
甸市俯下身子潜心研究，自加压力，
为自己设计了一道又一道加法题，
在不断的求解过程中，赢得群众的
欢迎和赞誉。

根据文明实践活动的需要与
群众的需求，桦甸市对现有资源进
行再配置、再融合、再优化，用需
求导向、问题导向倒逼志愿服务精
准对接、有序实施、广泛深入，以

“小杠杆”撬动“大资源”，创新打
通了覆盖全市各乡（镇）街道和村
（社区）、投资近两千万元的市综
治视联网会议系统，在中心搭建文
明实践培训服务和指挥平台，实现
中心统一调度、所站共同参与、远
程协同推进、区域分片实施的工作
格局，推动了文明实践志愿培训服
务均等化、标准化、数字化、集约
化。工作中，依托文明实践培训服
务和指挥平台，不断开展文化、科
技、法律等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积
极鼓励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通过
视频软件平台同步进行直播，实现

“中心——所——站——户”文明
实践服务全覆盖，打通文明实践服
务最后一公里。依托该平台，桦甸
市推进“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

“数字博物馆”建设，打破时间和空
间束缚制约，全天候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使百姓在共享经济社会
改革发展成果中，凝聚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的正能量和精气神。

结合原有的“文明实践+”活动
模式，桦甸市打通了线上线下文明
实践活动“双通道”，让新时代文明
实践线上线下普惠城乡群众。近
两年，3000余场丰富多样的活动举
办、10 余万群众参与，就是最好的
例证。

随着文明实践新时代旋律的
全面奏响，桦甸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向前推进的步伐愈走愈
扎实。在文明实践的策动下，桦甸
人民精神饱满、干劲十足，不断向
着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积极迈进。

统筹推动文明实践全面开花
——看桦甸市如何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 陈婷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桦甸市委书记刘慧军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授旗

永吉社区小巷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五老志愿服务队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