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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省曲阜市以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为载体，为不同群体精准定制实践项
目和活动，“幸福食堂”让乡村老人居家养老
成为现实，“儿童服务站”让留守儿童在村里
免费上起了补习班。一条由“一老”和“一小”
拉出的微笑曲线，彰显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你看你这娃！家里老的小的都等着你
照顾，你还天天睁开眼就往我这跑，真让我过
意不去呀！”8月24日清晨，看着一年多来每天
早上7点半左右准时出现在家门口的“黎明志
愿者”蒋凤，曲阜市小雪街道武家村的马西英
很是感动。而蒋凤只是淡淡一笑，“谁还没有
个老的时候，我这都是举手之劳，您老人家安
心享受就行!”

和村里其他22名被列入“相约黎明”服务
对象的独居老人一样，今年 75岁的马西英老
伴去世早，儿女又常年不在身边，最怕的就是
半夜突发啥疾病却又没被及时发现。针对这
一难题，小雪街道推出了以“孝”为标的的“相
约黎明”服务，志愿者每天清晨到老人家“报
到”，捎带着帮做点家务、跑跑腿、买买菜，不
仅一举解了老人子女的后顾之忧，更给村里
的孩子们树起了孝老爱亲的好榜样。

“每天清晨一个招呼绝对不是在做样子、
走形式，而是不想让任何一个村里人觉得自
己没人管、没人问。”武家村党支部书记武波
告诉笔者，“黎明之约”给予了这些老人意想
不到的情感关怀，让老人安下了心，也为子女
们解除了后顾之忧。

“黎明之约”过后，像马西英一样的独居老

人，通常会去村里的日间照料中心休闲娱乐，去
“幸福食堂”享用一日三餐。2018年4月，曲阜市
成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之一，率先
开展起文明实践活动，武家村作为首批试点村，
围绕如何更好地照顾鳏寡孤独和独居老人的新
诉求，建起了日间照料中心和幸福食堂，让更多
的老人不离乡邻，品尝到家门口的幸福滋味。

乡土，承载着老年人的记忆与情感，如今
在曲阜，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了“最好的养老
场所”。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物
质越丰富，精神越孤独”的矛盾摆在人们面
前，曲阜市运用好遍布城乡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阵地，为老年人量身定制了一系列志愿服
务项目。其中，“幸福食堂”作为一个重要切
口，满足了家门口养老“住、行、食、护”的全方
位需求，加速推进实践中心建设走向纵深、农
村养老体系走向完善。目前，曲阜市 20多个
村子都有了自己的“幸福食堂”，有700多名老
人受益，并按照试点带动、稳步推进的步调，
实现村（居）广覆盖。

一个家庭，一老一小，两头牵挂。村里有
了实践站，老人实现了精神物质双提升，孩子
学习娱乐也有了好去处。正如一张曲村37岁
的务工人员孔女士所说：“长期在外，一年回
不了几次家，有了实践站，老人和孩子幸福感
增加了，我的愧疚感就减少了。”

8月28日，是息陬镇一张曲村儿童服务站
“呵护假期”的最后一天课程，村里42位小学生
在志愿者的带动下，举行了欢乐的结业仪式。
根据这个假期的表现，还评出了“舞蹈小精灵”

“学习小标兵”“书法小达人”等10多个奖项。
“这真是一个‘完美假期’！我学到了很

多课外知识，还参加了实践课，开心极了。马
上开学了，我已经提前学习了下学期的很多
课程，有信心考100分！”拿到“学习小标兵”的
奖状，张曲小学三年级学生董欣雨闪着灵动
的大眼睛，信心十足地说。

村里许多像董欣雨一样的孩子，由于父
母在外务工，只能跟随老人生活，怎样让寒暑
假过得安全、充实、有意义，成为摆在家长们
面前的现实难题。

“呵护假期”项目让村里的年轻家长们喜出
望外。针对暑期时间紧、学生在家集中、家长意
愿强烈的特点，曲阜市围绕暑期村内留守儿童，
启动“呵护假期”文明实践活动项目，组织暑期

居家大学生、曲阜师大留校大学生等作为志愿
者，同时借助社会公益组织、社会培训机构的力
量，为留守儿童提供课业指导、文化娱乐等服
务。国学、演讲口才、舞蹈书法、心理健康辅导
等一系列旨在丰富假期生活、提升学生素养的
活动相继开展，600多名儿童由此受益。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只有‘一老一小’问
题得到切实保障，家庭才会幸福，社会才能安
定。”曲阜市委书记刘东波说，群众的诉求，就是
文明实践中心功能延伸的“指挥棒”。随着实践
站更多地关注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精准”定
制项目和活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为改善民
生福祉、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综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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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四川泸县
开学第一顿 光盘我先行

9月1日，四川省泸县各中小学迎来开学首日，该县云锦镇小
学利用开学第一课为学生讲解粮食种植、生长、收获的来之不易，
同时开展“开学第一顿，光盘我先行”主题活动，积极引导学生从小
养成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吴威 摄

安徽肥西官亭镇
聚力文明创建 共享美丽家园

今年以来，安徽省肥西县官亭镇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契机，聚力
文明创建，争先作为，共享美丽家园，为镇域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
的翅膀。

官亭镇大力营造全民参与文明创建的浓厚氛围，组织党员干
部和志愿者深入 31个村（社区）了解群众需求，切实做到“群众有
所盼，政府有落实”，形成共治共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美好新官
亭的良好态势。积极开展倡导使用公筷、张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厉行节约、垃圾分类等公益宣传活动。同时，针对不文明行
为、环境脏乱差、无秩序乱停乱放等现象开展志愿监督活动，将
督查中发现的不文明现象进行公示，形成压力，促进群众文明行
为养成。

该镇以环境整治为突破口，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为平
台，全镇 1088名志愿者上半年共开展志愿活动 18场次。该镇还
通过组织观摩学习、相互交流等方式，使各村（社区）在比、学、
赶、超中实现生态宜居水平再提升，打造出清爽靓丽的基础环
境，让规范发展理念深入每个干群内心，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赵小丹 张宏洁

江苏苏州吴江区
网络安全课堂开进社区和校园

为了给城乡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环境，引导绿色上网、安全上网，今年以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加
强网络安全力量建设，采取多种途径深入开展“净网2020”宣传，把
网络安全课堂开进社区、校园。

吴江区将系列视频纳入中小学网络安全教育，利用基层法治
文化宣传阵地做好课件的宣传普及，引导青少年文明、安全上
网。该区城南派出所以“净网 2020”专项行动为网安工作主线，
强化使命担当，着力强化“软硬件”建设，以综合指挥室网络安
全专员创建为契机，大力推进现有装备升级换代，积极打造网
安人才梯队。开设网络安全课堂，邀请学生、家长以集体观看
宣传视频的方式，提醒大家注意保护个人隐私，远离不良信息，
防止网络诈骗和网络欺凌。尤其提醒家长们在日常生活中对
孩子使用网络要恰当督促，正确引导，使互联网助益青少年成
长。城南派出所还积极组织社区干部参加网络安全工作专题
培训，利用线上资源向公众推广《护苗·网络安全课》等系列视
频，受到群众欢迎。 甘羽

广西蒙山
文化扶贫播下致富新希望

“上级文化部门给村里的农家书屋送来了很多栽培、养殖等农
业技术方面的书籍，经常有上级组织的演出团队到我们村开展脱
贫攻坚主题文艺演出，现在，村民们脱贫致富的信心更加足了。”近
日，广西蒙山县西河镇古排村党支部书记李廷有告诉笔者，自从村
里建起了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配备了戏台、篮球场、宣传栏以
及农家书屋、培训室、多功能活动室，这里便经常开展文体活动，举
办农业技术培训，现在这里是村里人最喜欢聚集的地方。

近年来，为充分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蒙山县在精准
扶贫工作中注重文化扶贫，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为脱贫攻坚注
入文化力量。

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方面，该县以乡镇综合文化站为支撑，
以村文化活动中心为基础，建成了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70个、
农家书屋 79家、数字书屋 4家，行政村专（兼）职文化专管员实现
全覆盖。

该县按照“部门出资、多方参与、群众受益”的原则，让群众根
据自身需求选择演出内容，将文化惠民排练演出扩展到各行政村，
让村民从观众变成“演员”。如今，该县已基本形成了“镇镇有队
伍，村村有演出”的文化活动格局。 覃庆阳

河南孟州岩山村
传承革命精神 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9月 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
年纪念日。河南省孟州市革命老区槐树乡岩山村开展了系列活
动，缅怀革命先烈，并通过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在传承革命精神的
同时，激活乡村振兴的“红色密码”。

上午9时，岩山村村委会议室便挤满了人，大家怀着崇敬的心
情，集中观看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实况直播，缅怀革命先烈的
丰功伟绩，寄托无限的哀思和敬仰。随后，大家来到刚刚建成的岩
山精神纪念馆，跟随馆内讲解员的脚步,聆听那些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时期革命烈士的先进事迹，并向革命先烈默哀致敬。大家纷
纷表示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打造好岩山村红
色教育基地，建设好美丽乡村。 赵春营

□□ 张泽民 本报记者 朱海洋 文/图

一条讲述餐饮浪费的短视频何以成为
“爆款”，继而在广大青年中引发践行节约的
大讨论？一份诚信档案何以让“讲文明、树新
风”，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荣誉和
实惠？文明实践，筑起的是民众的精神之基，
因此更讲究下接地气，生根发芽。

2018年10月，浙江省长兴县被中宣部、中
央文明办确定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
县。据了解，早在2016年，当地就开始探索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新路径。几年实践
下来，长兴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让文明新风吹
进老百姓的心坎里。

“8090”接棒“老施来了”

老施在长兴很有名气。他叫施小荣，是
长兴县委党校一名高级讲师，过去20多年间，
为 20余万群众宣讲了 2000多场次，深受老百
姓喜爱。这些年，他不再“单打独斗”，把经验
传授给年轻人。宣讲团变年轻了，老施也“年
轻”了，用活泼的语言，讲述新时代理论。

今年以来，长兴全面整合 53支、近 300人
的宣讲团队，系统打造“老施来了”县域理论宣

讲品牌。其中，“8090后”占九成以上。他们接
过接力棒后，走村串户，深入基层，开展线上线
下宣讲500余场次，受众达10万余人次。

盛夏傍晚，夜幕还未完全降临，“太湖后
浪”流动宣讲车就已早早地开进了太湖街道
南张浜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在这里，
只要流动车一出摊，村里老小就会自发搬个
板凳围过来。

“以往一些内容，村里苦口婆心地灌输几
个月，效果往往不理想。现在一场宣讲就能
让村民们记上心头。”南张浜村工作人员梅雅
芳对这种形式大加点赞，“在轻松的氛围中，
潜移默化地宣传了文明公约，给我们开展各
项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百姓听得懂
的道理，这是这支队伍的拿手好戏。内容则
从垃圾分类到光盘行动，虽是家长里短的小
事儿，却都是每位村民都要遵守的社会公
德。年轻人喜欢“短平快”，长兴就创设了一
批“微”活动。

记者了解到，长兴连续8年举办微党课大
赛，又专门成立网上宣讲小分队，组建28支理
论宣讲志愿服务队，在公园、广场开展三五分
钟的说唱、快板等。这支队伍如今浩浩荡荡，
4000多名年轻人，形成了“龙山之声”“红管家”

“太湖后浪”“铁军精神”等一大批各具特色的
宣讲子品牌，“老施来了”不断被赋予新内涵。

平台派单，群众“点课”

“想听宣讲，认准这个牌子就行。”7月 17
日中午，煤山镇党建办主任周爽打开“长兴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网站，登录后进入“服
务点单”系统，“马上幼升小、小升初要择校
了，村民们很关心，为他们点一堂‘教育课’。”

“上课”变“点课”，群众来选择，这是今年
“老施来了”宣讲团的一个大提升。内容、形
式更合群众口味，大家听得更专注，宣讲员的
积极性也更高。

怎么让年轻宣讲员们“留”下来？长兴建
立理论宣讲人才动态库，实施宣讲志愿服务
积分奖励办法，并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为每
名宣讲员“量身定制”成长培养计划。符畅是
名“90后”女生，如今与几个小伙伴一起，借助
长兴传媒集团的技术、团队和演播室，打造了
一个“老施来了”短视频栏目，上线“掌心长
兴”APP后，红遍了全县。

除了政策理论的宣讲，长兴还通过新闻、
文艺、网络等多种形式、多种平台，向农村群
众宣传村情村事，即使是乡贤们常年出门在
外，也能牢牢拽住这根心灵之绳。走在长兴
城乡间，时常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居民驻足

“和文化走廊”，欣赏着小区文化墙上的图文。
近年来，长兴不断推送民间文化艺术精

品下基层，共举办“文化惠民”活动1000余场，
让全县60多万群众感受到民间文化艺术的魅
力。在“文化惠民”活动中，《走进新时代》《我
爱你中国》等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优秀作品赢
得了老百姓的广泛赞誉。

如今，通过以丰富文化产品供给为重点，
长兴各乡镇（街道、园区）已形成了“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的特色品牌群众文化活动。讲

“活”了内容，用“活”了阵地，理论宣讲处处可
见、时时可听。村口、展览馆、学校、企业等都
能见到宣讲员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长兴还出台相关标准，培

育 16 个基层理论宣讲示范点，带动 152 家农
村文化礼堂、1642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点、1868
路城乡广播等实现宣讲全覆盖。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基层群
众活动有去处、精神有寄托，真正实现了“身
有所憩”“心有所寄”“情有所系”。

文明诚信档案有“大用场”

不久前，洪桥镇南阳村的沈大妈家因为门
前搭建一个鸭棚，邻里多有怨言，于是被评为

“文明诚信待提升户”。几天后，工作人员上门
详细讲解了文明诚信拼比细则。沈大妈听完
后，很快拆出了鸭棚，还主动更换村里路上破
损的窨井盖，从待提升户争取成为示范户。

变化源自一份档案——文明诚信档案。
去年，长兴全县推广文明诚信档案建设工作，
一户一档建立文明诚信档案。“示范户”能享受
景区免费、购物打折、免费体检等实惠，还能享
受银行30万元免担保贷款。而被扣分的“待提
升户”，不仅丢面子，还不能作为镇街及以上年
度帮扶及慰问对象，同时与各级各类评选绝
缘，旨在倡导“有德者有得，失信者受限”。

在长兴县，文明诚信档案建设已延伸至
全县265个村（居、社区）的20.5万户家庭。每
户都有一份“诚信账”，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提
醒，互相帮带，有效发挥了家庭“最小细胞”助
推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

“光有宣传倡导还不行，关键是要有人管
事、有制度管事。”长兴县宣传部副部长、文明
办主任杭巧勤说，试点以来，长兴尝试将高深
的文明思想，转化成“直白”的生活规范，把文
明实践落实、落细、落小，让群众在遵守规定
中，潜移默化地实践文明、传播文明新风。

不靠强力靠制度，全县各地不断探索，将
文明实践与村民的获得感紧密结合，让广大群
众化被动为主动。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小浦
镇方岩村赌博现象明显变少，传统京剧的追崇
者变多，“麻友”变“票友”成为美谈；林城镇上
狮村自开展文明诚信档案以来，从远近闻名的

“上访村”，蝶变成为浙江省民主法治村。

文明档案

浙江长兴：让文明新风吹进百姓心里

“幸福食堂”情暖农村老人，“呵护假期”关爱留守儿童，山东曲阜——

文明实践阵地破解“一老一小”难题

□□ 韦睿

“抬四压四，抬二压四，抬四压二……”8月
31日，笔者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花竹帽编
织技艺传习示范基地，看到黑板上写着的花竹
帽编织口诀。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毛南族花竹帽编织技艺传承
人谭素娟的身上，只见她十指翻飞，把花竹帽
编织步骤耐心地教授给身旁的建档立卡户学员
们。“我是一个毛南族人，学习毛南族花竹帽编
织技艺，不仅可以传承民族文化，还可以学到
一门技术，靠自己的双手编织幸福生活。”毛南
族学员谭利欢说。

近年来，环江县充分发挥文化扶贫的思想引

领作用，以扶贫先扶智、扶贫更扶志的文化载体
助力脱贫攻坚工作，汇聚起文化扶贫的强大动
力，增强了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促进农村
精神文化面貌焕然一新。

在下南乡下南社区，每天晚上的村级公共服
务中心都热闹非凡。吃完晚饭的村民相聚广场，
或跳广场舞，或看书下棋，好不惬意。“公共服务
中心的活动丰富多彩，已经成为村民活动的好去
处。”村民何漫漫说。近几年来，环江县按照“十
个一”乡村文化建设工程要求，在全县 145个行
政村（社区）实现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项目全覆盖，
配备一个文化广场、一个篮球场、一个戏台、一个
宣传文化栏、一套文化器材、一套广播器材、一套
体育设施器材、一栋文化活动综合楼、一支文艺

队和一支体育队，由文化专管员进行管理。同
时，还有由各个自然屯群众自筹资金建成 51个
屯级文化广场，充分满足村民空暇之余文化娱乐
的场地需求。

该县还紧紧抓住国家重视文化扶贫、促进文
化繁荣这一机遇，以文化专业人员为骨干，以“红
色文艺轻骑兵”为载体，采取“结对子、种文化”的
形式，积极开展“文艺培训下基层”活动，大力培
养乡村文艺骨干队伍，使基层文化生机勃勃，形
成了文化种子到处生根、遍地开花的喜人局面。
截至目前，全县共有文化志愿者队伍25支，业余
文艺队 196 支，业余体育队 106 支，农村龙狮队
30多支，文化骨干人才1500多人。

同时，该县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惠民演出，各

级文艺院团和民间文艺团队，走进乡镇、走进村
屯，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演出200余场次。每逢春
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大节庆日，全县“千村百
屯”都积极开展形式各样的文艺晚会、游园活动、
竞技比赛等各具特色的民族文体活动，让广大群
众在“富口袋”的同时又要“富脑袋”，在欣赏文化
演出的同时，了解党的扶贫政策，从而激发贫困
群众的脱贫动力。

“文化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环江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副县长韦路华说，根据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
求，该县还不断加大对公共图书室、文化室、文化
大院等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为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和县域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广西环江：文化“软实力”成为脱贫攻坚“硬支撑”

息陬镇一曲张村儿童服务站“呵护假期”活动现场。

画溪街道白莲桥村村民到公示栏查看自家文明诚信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