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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始于心、践于行。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是宣传思想工作盘活基层、打牢
基础的重要阵地，是助力乡村振兴、满足基层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综合平台，也是打
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领群众、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的关键。
白山市浑江区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个、所12个、站98个、点（基地）N个，目前实
现全部挂牌，覆盖街道、社区、村部、沿街商铺
和农贸市场等地，所有场所有队伍、有活动。
同时，设置绿色生态发展教育、高质量发展教
育、红色教育、画家村文明实践、红旗商圈文明
实践基地5个，真正实现了“群众在哪里，文明
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满足群众需求、密
切党群干群关系、培育社会文明风尚……如
果说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是载体，让人们在实
践中感知文明、领悟文明，那么，浑江区就是通
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如火如荼的志愿服
务，全民参与的文明行动，实现“文明实践”到

“实践文明”的过程。

资源整合聚焦服务 提高阵地使用效能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就在家门口，看看书、
聊聊天、下下棋，不知不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还能及时聆听党的声音，了解群众关心的
政策。”家住七道江镇团结村的刘大妈，闲暇之
余都会到实践站坐一会。

东兴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小分队”
组织的“首届‘华生杯’超级模特队大赛”得到
居民一致好评，他们时常走进社区楼院开展形
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欣赏
到最接地气的文艺演出。

由乡土文化人才、科技能人、致富能人、司
法工作者等组成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
有我”宣讲专家志愿者，深入各镇（街）、村（社
区）开展宣讲活动，为群众上门送理论、送政
策、送点子、送服务。

坚持激活、整合、下沉、共享原则，挖掘调
动各类阵地、文化、人才等资源，根据活动设置
和群众需求再配置、再优化，实现打通、贯通、
联通形成整体合力，最大限度发挥资源的综合
使用效益和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的作用。

以便民为选址要素，以利用最大化为原
则，在充分考虑交通、人流、便利、成效等因素
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创新将所、站结合，打造新
时代文明实践“一线综合体”，切实推动文明实
践“到村、进户、见人、走心”。

志愿载体上下联动 激发参与的积极性

“有乐队和乐器，没有指导老师怎么办？”
就在筹备演出的“和之声”合唱团犯难之际，浑
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者邵鸿英及时

“接单”。“在邵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的演出特别
成功。”合唱团白团长高兴地说。

针对区级资源较为丰富、乡村两级相对匮
乏的难题，浑江区发挥党员干部、专家学者优
势，组建各类志愿服务队伍，鼓励资源下沉，同
时鼓励有特长的普通群众参与进来，推动新时
代文明实践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纵向流动。

群众在哪里，新时代文明实践场所就建在
哪里；群众在哪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延
伸到哪里。近年来，浑江区着力破解“做什么、

谁来做、怎样做”的难题，引导群众由新时代文
明实践的受益者向参与者转变。

全面召集机关干部、退休职工、退役军人、
先进典型等组建志愿服务队，规范人员管理、
服务流程，从而建立政治过硬、素质优良、结构
合理、专兼结合的志愿服务队伍，为广泛开展
文艺、体育、科普、宣讲等活动奠定基础。

在探索中不断优化服务，以“共性需求同
开展，个性需求精准帮”等形式，练好“脚力”走
近群众、练好“口力”捕获困难、练好“听力”倾
听声音、练好“笔力”记录需求，以此回答谁来
干、为谁干、怎么干的问题。

机制引领注重创新 增强活动的吸引力

打造志愿服务“积分超市”，对参与和在志
愿服务活动、以及乡村振兴中表现突出的家庭
或个人发放超市积分卡，激励更多居民加入到
志愿服务活动中，让志愿者在奉献中有荣誉、

受尊重、得实惠、添动力。
注重机制引领，补足自身机制建设短板，

建立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科学制度体系，以机
制创新带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运行，
推进常态化、持续化、长效化，让群众乐于参
与、便于参与、勤于参与。

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纳入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纳入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年度考核，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指
标，对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三级具体工作提供
规范指导，确保工作落在实处、抓出成效。

将移风易俗的具体事项纳入村规民约，从
教育、制度、监督等方面持续探索常态长效的
措施和途径，实行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管
理，坚持重在正面引导、重在建设养成、重在群
众自觉，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落实落细。

形成“扫黄打非”常态化管理机制，并采取
网格化动态管理；通过发动文化专员、保洁员

等群体成为“扫黄打非”的“千里眼”“顺风耳”，
形成源头治理、全民参与的良好局面，引导约
束百姓自觉抵制和远离“文化垃圾”。

强化意识有效治理 保障质量持续运转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对社会和群众
的“构成性中心”作用和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
资源、要素、条件方面的组织优势，创新“构成”
路径，形成相对其它类型公共空间的竞争优
势，使其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

凸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意识形态性，
在设计、建设、营造、实践等环节中融入、彰显、
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增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传播力、引领力、教
育力和亲近性、体验性、生活性。

通过市场手段带动文明实践空间建设，将
文明实践空间规划与市场经济规律相结合，以
经济关系强化主流意识形态逻辑与价值，在经
济活动中融入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活动。

科学合理布点的基础上，统筹整合新时代
文明实践节点性空间，对相关空间进行整体
性、连续性、网络化的改造，使同一地区、相近
主题的文明实践空间相互联接、串联集聚，形
成“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的空间群。

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通过社会
募捐、公益创投、购买服务等形式吸引社会力
量参与支持文明实践工作，打造文明实践“蓄
水池”与“活源泉”，不断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的建设水平和发展质量。

灵活机动延伸触角 幸福指数逐步提升

打破“各自为政”的阵地壁垒，以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为圆心，辐射12个所、98个站、N
个点（基地），采取“固定式服务+”的形式，将
党的声音以及文化、科技、医疗、法治等送到百
姓田间地头、农家炕头。

对区、镇（街）、村（社区）和各部门的各类
别阵地资源进行盘点、统筹、归类、整合，搭建
起理论宣讲、文化服务、科普服务、体育与健康
服务等平台，切实做到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
就延伸到哪里。

积极谋求“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
的途径，在常态化、规范化、精准化等方面推陈
出新，把乡村振兴、理论宣讲、文艺服务结合乡
村大集等送到群众身边，以“点单式”服务，持
续刷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畅通沟通渠道、创新服务模式、优化内容
形式，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行

“马上办、网上办、上门办、一次办”门口服务和
关爱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志愿服务，切实把服
务于民做深、做实。

把文明实践与创建工作相结合，扎实开展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不断深化创建过
程中持续推进常态长效管理，将其纳入各级工
作考核内容，通过不断营造文明和谐的氛围，
力争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浑江样本”。

文明实践谱新曲，崇德向善润民心。文明
实践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久久为功绵绵用
力，从“上下同心”到“行动同向”，从“干群一条
心”到“全区一盘棋”，从“部门共参与”到“全民
齐行动”，浑江区将不断夯实三级阵地平台，完
善协同发展的文明实践阵地网络，让文明实践
成为新时代接地气、受欢迎的精神家园。

从“文明实践”到“实践文明”
——白山市浑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笔

王悦颖 本报记者 郭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