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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钟便民生活圈”覆盖

生活的方方面面

●“川渝文明实践红色文旅

走廊”累计接待研学团队70.2万

人次

● 整合两地石刻遗产资源，

推出全国首条跨省石窟石刻主题

游径

将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山西大同市平城区“首善平
城·文明实践季”主题活动综述

◎ 芦蕊张鹏

今年以来，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创新开展“首善平城·文明实践季”

主题活动，有力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成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平台、文化传

承发展的新载体、党和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夯阵地，建矩阵，资源惠民“活”起来

平城区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高

效”为原则，整合各类资源，打通传播思想、实

践文明、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在区、街道、社区阵地实现全覆盖的基础

上，平城区通过政企、政社合作，按照“实用、能

用、管用、好用”的建设标准，精心打造5个专

业化、功能化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构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光辉历史展馆”双阵地模

式，同步建设、同步运营，把基层党建与文明实

践紧密结合，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充分整合党群服

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农民夜校、图书阅览室

等现有阵地资源，融合共建，倾力打造政策宣

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技科普、体育健身

等多样化服务阵地，精准对接群众公共服务和

精神文化需求，常年对群众免费开放，实现“资

源围绕阵地转，阵地围绕群众转”。

育项目，塑品牌，精神内核“强”起来

平城区通过打造优质项目品牌，持续推动

文明实践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

发展。

围绕“传承良好家风家训、涵养淳朴民风

社风、培育清朗校风教风、锤炼优良党风政风”

总目标，平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功打造

“亮家风、传家训、扬美德”演讲比赛金字招牌，

从学校教学的带头人，到品学兼优、朝气蓬勃

的莘莘学子，从扎根基层的社区职工，到埋头

苦干、接续奋发的机关干部……大家纷纷走上

讲台，结合自身成长、工作、生活经历，声情并

茂地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平凡而感人的故事，有

效引导全社会以德治家、以学兴家、文明立家，

以清廉家风助力“清廉平城”建设。

今年4月，开源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以

“首善平城·文明实践季”主题活动为契机，全

面开展首届社区文化节暨“向上向善·文明同

行”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立足特色、精心

策划，每月围绕不同主题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切实激发了全民参与热情。

齐动员，聚合力，服务群众“实”起来

平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准确把握基

层群众的特点与需求，精准发力、有的放矢，让

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依托“我们的节日”“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

佳节”等活动载体，平城区组织开展剪纸、书画

等主题突出、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群众文化

活动，让市民群众在文化熏陶中获得精神滋

养，提升精神风貌。

振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构建“文明

实践+文艺”活动模式，精心组建平城区振华

艺术团，常态化开展面向基层的文艺演出、文

艺培训等惠民文化服务项目；文瀛湖街道文

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大同市青年志

愿者协会等举办“乐享社区 璀璨生活”暖心

邻里节活动，通过设置非遗糖画DIY区、健康

义诊咨询区等多个区域，融合垃圾分类宣传、

便民服务与趣味互动等，吸引众多居民参与

邻里共乐的温馨盛会；水泊寺街道石家寨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传统“挠阁”文化为亮

点，打造非遗传播阵地，在传统节日、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等时间节点，持续开展非遗项目

展演、非遗创意展览等各类体验活动，让群众

“零距离”体验非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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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提质实践增效”的川中渝西探索

幸福源自一场场蝶变
◎ 本报记者朱乔明施华琼

夏日的四川大地，文明新风与发展热潮正

激荡交融、奔涌向前。7月7日，“文明提质 实践

增效”——四川新时代文明实践提质增效工作

推进活动启动，记者团走进遂宁、资阳、内江、

泸州、广安、达州等地进行集中采访报道。

在遂宁蓬溪县、资阳安岳县，记者实地探

寻新时代文明实践将“群众心中的愿景”化作

“眼前鲜活的实景”的密码。

服务“激活力”从“门可罗雀”

到“络绎不绝”的场景蝶变

“社区的课程名额秒光！”7月的蓬溪县普

安社区，假日学校报名火爆，居民吕月幸运地

抢到了名额。这个建成于2010年的社区，曾面

临儿童假期无人管、老人生活孤寂的难题。如

今，1200平方米的党群综合服务体内，“童守

护・益成长”课堂里书声琅琅，“夕阳映普安”

活动室中笑语盈盈，6支志愿服务队全年开展

活动近百场，“15分钟便民生活圈”覆盖生活

的方方面面。

“文明实践的关键是‘双向奔赴’。”社区党

支部书记夏兵道出秘诀。从最初“碍于情面”的

被动参与，到如今活动需“提前抢位”，社区通

过入户走访、院坝议事精准捕捉需求，开设老

年手机课、亲子沙龙等接地气的活动；邀请居

民担任策划员，让退休教师执掌书法班、退休

医生坐诊健康角，吸引群众从“旁观者”变成

“主人翁”。

在川渝五区市交界的蓬溪县蓬南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的灯光在夜幕中让人心生温暖。

这里曾经冷冷清清，如今通过“延时开放+五

彩活动”重焕生机：文明实践项目覆盖夜间与

假日，声乐课、美术班吸引川渝孩童共同参与。

“我是重庆潼南人，蓬南的文明实践活动很丰

富，周末我们会带孩子‘跨省学艺’”，毗邻地

区群众的肯定，是对蓬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最生动的注脚。

红色“强引擎”从“寂寂无名”

到“文旅共兴”的价值蝶变

“‘七一’当天接待了六七十个参观团！”在

蓬溪县大石镇牛角沟村，讲解员补媛媛介绍，

这个形似牛角的村庄，曾经的土路变成了“网

红路”，村庄不仅获评“四川省级乡村振兴示范

村”，更是川渝红色研学的热门“打卡地”。

修复起义指挥部旧址、建起烈士事迹陈列

馆，联动重庆潼南杨闇公旧居、大足红色资源，

牛角沟村构建起“川渝文明实践红色文旅走

廊”，累计接待研学团队70.2万人次。

红色资源激活了文旅共兴全链条。1200

亩柑橘园推行“研学+采摘”模式，年产值350

万元；村民唐春红从务农转型为讲解员，年增

收5万余元。村集体收入从2020年的25万元

跃升至96.01万元。

“红色+休闲农业+科普研学”的融合业

态，让牛角沟村成为川渝协同发展的鲜活样

本。“游客来了，农家乐火了，我们的水果都能

卖出好价钱。”村民的朴素话语，道出了文明实

践与产业发展的共生密码。

产业“硬支撑”从“单打独斗”

到“融合共赢”的效益蝶变

在蓬溪县食用菌现代农业园区琪英菌业

智能化车间里，工人们忙碌着削菇和分装。园

区办公室主任唐小英介绍，这个全国最大的单

体杏鲍菇基地，2024年综合产值达39.2亿元。

更令人瞩目的是，园区创新“菌菇研学+工业旅

游+文明实践”模式，开设“菌菇课堂”培训农户

2000余人次，通过“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实践

站推广”带动10个乡镇户均增收1.5万元。

“土地流转拿租金、入园务工挣薪金、入股

合作社分股金。”这是园区推行的“三金”模

式。园区设立的“文明实践基金”帮扶30名困

难学生，联合职业院校培养50名菌菇人才，

“菌小福”等菌菇文创产品销售良好，小菌菇真

正长成了“富民菇”。

跨区域的产业协同更显活力。在安岳县与

重庆大足共建的大安合作园，重庆籍养殖户陈

强踩在水中向农户传授稻虾养殖技巧：“水位

大概60公分，虾子在上面打洞，水位不能高于

这个高度。”

作为川渝三大农业合作示范园区之一，该

园区致力打造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级水

产健康养殖示范区，以生产技术培训作为主要

抓手，通过“田间课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产业兴了，文明实践才有底气；文明实践

活了，产业才能走得远。”安岳合义乡党委书

记、文明实践所所长孙洪福的话，道出了“产

业+生态+文明”三位一体模式的精髓。两地联

合组建的调解队化解纠纷106件，6支志愿服

务队开展活动200余场次，让“川渝一家亲”在

田间地头落地生根。

文旅“新地标”从“各自为战”

到“协同发展”的品牌蝶变

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内，游客指尖轻触

屏幕，通过3D技术复刻的紫竹观音随光影变

幻流光溢彩；不远处的圆觉洞景区，网络主播

正直播石刻文化，超万级粉丝量涌现点赞一

片。“我们与大足整合两地石刻遗产资源，推出

全国首条跨省石窟石刻主题游径，实现文旅品

牌从地方到全国的跨越，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注

入新动能。”安岳县文广旅局文化艺术股股长

李辉介绍。

在“安柠石光”巴蜀文旅体验区，毗卢洞、

华严洞等4处国保单位与万亩柠海、千亩楠木

林相映成趣。林海深处，安岳与大足的干部群

众常常相聚于“巴蜀雅楠”实践站，共商文旅互

动、产业对接。“我们打破成渝边界，共同开办

村集体经济商店，售卖双方文创产品、手工艺

品、特色农产品，虽然目前还在初级阶段，商店

营业额已有月均2万余元。”安岳县双龙街乡

宣统委员杨陈诚一言点破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社区的“蜕变”到产业的“跨越”，从红色

资源的“重焕生机”到文旅品牌的“华丽转

身”，在巴蜀大地上，新时代文明实践正以“提

质增效”的强劲动力，推动川中渝西地区实现

一场场精彩蝶变。

城市有温度，归根结底就是要让人们在细

微之处感受徐徐而来的文明新风。近年来，江

苏省苏州市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工作，延伸文明实践阵地“神经末梢”触角，

发挥文明实践带头人“头雁引领”作用，激活文

明实践品牌项目“引擎驱动”效能，让生活在这

座城市的每个人，都感受到文明的律动。

城市主理人
从“旁观者”到“参与者”

走进中海复锦华庭小区“变废为宝·绿色

环保”主题楼道，一盆盆绿植映入眼帘，独具特

色的轮胎座椅让人眼前一亮。这个生机盎然的

文明楼道是由社区志愿者、城市主理人孙海涛

牵头策划和打造的。

“我们的想法就是要倡导资源循环利用，通

过居民共创将废弃物改造为公共艺术品。”孙海

涛说。通过“废物利用+艺术共创”，既美化了环

境，也倡导了环保理念。

推动基层文明实践，就要突出群众的主体

地位。以往在楼道的改善建设中，居民群众参

与度不是很高，今年吴江区亮出新招——推出

“我是城市主理人”文明实践项目，遴选出兼具

创新思维、专业素养、奉献精神及责任意识的

社区居民担任“城市主理人”，带着小区居民，

组成志愿服务团队，自己改造自己的楼道。

“城市主理人”项目发布之后，得到了社区

居民的积极响应。从征集意见到落地执行，居民

集思广益、自己动手，一个个形式多样、各具特

色的楼道扮靓了生活空间、提升了小区颜值。

从“塑颜值”变“修气质”，从“一点光”到

“满天星”，吴江区“城市主理人”项目示范效

应逐渐显现，19个楼道成为社区居民争相前

往的新去处，让文明遍布角角落落，触手可及

又深入人心。

菜场新实践
从“好人+”到“小农人”

今天，5元钱能做什么？位于相城区陆慕

菜市场杨秀兰便民理发店里，5元钱可以剪一

个漂亮的发型。20多年来，她用一剪初心赢得

了无数居民的赞誉。

不仅如此，这里还成了居民的“解忧杂货

铺”。心事可以与她倾诉，快递包裹可以临时存

放，门口的缝纫铺晚上也把缝纫机寄存在她的

店中。

为放大“好人+”效应，2022 年，市农发

集团在陆慕菜市场内打造了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联动杨秀兰好人工作室，带动周边商

铺常态化开展修补缝纫、磨刀修脚、配锁修

表、家电维修等便民服务；位于二楼“经营户

之家”，还主动为市场商户配套培训、休息、

社区活动、子女托管等多项服务，推动生活

便民、惠商助企和市场管理等各项服务功能

持续下沉。

2024年，陆慕菜市场又策划推出“小农

人”文明实践体验项目，为青少年提供亲近生

活、体验劳动、学习知识的平台。在活动开始

前，市场工作人员会对孩子们进行简短而有趣

的培训。从如何挑选新鲜蔬菜、水果，到如何与

顾客沟通，再到如何整理摊位、保持环境卫生，

让孩子们通过卖菜体验锻炼沟通交流和数学

运算能力。

为在更多青少年心中播下文明的“种子”，

陆慕菜市场积极与周边学校合作，定期开展果

蔬义卖活动，并策划青少年研学打卡、暑托班

体验、食品安全宣传等项目，全力打造接地气、

有活力、可持续的文明实践特色站点。

最美志愿队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以后我帮您买菜！”1998年，来到苏州务

工的季洪球成了姑苏区西善长巷55号小区的

一名门卫。看见小区老人蹒跚买菜的身影，这

句脱口而出的承诺成了一场持续27年的“爱

心长征”。他的手中累积了3万多张买菜单，服

务上百位老人。他曾为独居老人冒雨送药，陪

伴低保户父子走完生命最后旅程。三十多户老

人将家门钥匙托付给他。

2021年，在姑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指导下，“吉庆好人服务队”应运而生，季洪球

担任队长。他带领着这支120余人的队伍，将

单一买菜服务拓展为多元服务网络。

最让社区居民感动的，是好人服务队的

贴心与暖心。孤寡老人陆福根感觉身体不适，

好人服务队成员姜凤鸣听说后，立马陪同他

去医院。考虑到手术后陆福根无人照顾，姜凤

鸣主动担起了每天为陆福根做饭的任务。在

这期间她还为陆福根扫地、整理杂物。陆福根

对于好人服务队热情的服务竖起大拇指，眼

里都是感动。

近年来，“吉庆好人服务队”参与的服务项

目覆盖到居民生活、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从个

人奉献到团队协作，从零星活动到常态化项目，

那把挂在“吉庆好人服务队”工作室里的金色钥

匙，正打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千万扇温暖之门。

陕煤黄陵矿业二号煤矿
鼓励职工争当安全生产“吹哨人”

本报讯（赵鹏）今年以来，陕煤集团黄陵矿

业公司二号煤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

扣安全意识提升、强化安全管理、创新增效三

条主线，全员行动、全员参与，织密安全生产防

护网。

二号煤矿坚持安全教育不松劲，结合干

部员工思想状况，多形式深入开展警示教育。

此外，该矿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灾害防范工

作，突出加强安全管理、工程质量和正规循环

作业管控，从源头上控制安全风险，从根本上

消除安全隐患。基层各区队在各班组和岗位，

深入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力保安

全风险全面辨识、动态管控，安全隐患闭环管

理、动态清零。建立“最佳吹哨人”激励机制，

扎实开展“我是安全吹哨人”活动，进一步鼓

励广大职工争当安全生产“吹哨人”，全面细

致自查自纠，形成全员共抓共治、共同监督的

良好氛围。

楼道变美、菜场暖心、志愿队给力
——苏州的文明就是这么实在

◎ 彭化成

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安岳县融媒中心供图）

遴选居民当“城市主理人”

遴选社区居民担任“城市主理
人”，带着小区居民，自己改造自己
的楼道

小店变身“解忧杂货铺”

依托好人工作室打造的便民
理发店，也是一个“解忧杂货铺”

持续27年的“爱心长征”

季洪球带领着120余人的队
伍，将单一买菜服务拓展为多元服
务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