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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2018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深改委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
导意见》，部署以县域为整体开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试点。两年来，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试点由 50 家扩至 500 家，已经成为
基层群众的“心灵家园”，推动了党的创新
理论深入人心。

围绕中心环节，打造学习科学理论的
大众平台。新时代催生新思想，新思想指
引新征程；新实践孕育新理论，新理论指
导新发展。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是宣传思

想工作的中心环节。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是时代之需、使命所系、群众所
盼，是守正创新做好基层宣传思想工作的
战略举措。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
服务人民、依靠人民。依靠人民支持，把
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把力量
凝聚到克服重大阻力上，党就有了无往而
不胜的力量。让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走进基层、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走进群众，是建设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各地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聚焦群众需求、突出效果导
向，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和实践活
动，凝聚群众、引导群众，进一步统一了
思想、凝聚了力量，成为群众学习科学理
论的大众平台，成为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

作的坚强阵地。
致力创新形式致力创新形式，，工作方法更接地气工作方法更接地气，，

提升实效提升实效。。如何让群众更加易于接受党的如何让群众更加易于接受党的
创新理论创新理论，，关键要看宣传的方式方法关键要看宣传的方式方法，，把把
理论政策讲得更明白理论政策讲得更明白、、讲得更透彻讲得更透彻。。运用运用
新载体新手段新载体新手段，，把理论宣讲与惠民服务把理论宣讲与惠民服务、、
文化生活等结合起来文化生活等结合起来，，贴近农民思想实际贴近农民思想实际
和生产生活实际和生产生活实际，，方式方法更接地气方式方法更接地气、、更更
有活力有活力、、更有温度更有温度，，已经成为各地新时代已经成为各地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的共识和普遍做法文明实践中心的共识和普遍做法。。山东龙山东龙
口的口的““大槐树下大槐树下””流动实践点流动实践点、、““小马扎小马扎””
工作队工作队，，寓教于乐传播新思想寓教于乐传播新思想、、新政策新政策，，
受到群众欢迎受到群众欢迎；；浙江省海宁市推出浙江省海宁市推出““李家李家
播报播报””，，将中央新政策与播报村里村外大事将中央新政策与播报村里村外大事
小情结合起来小情结合起来，，帮助群众知晓国事帮助群众知晓国事、、家家
事事、、身边事身边事；；贵州省龙里县发挥少数民族贵州省龙里县发挥少数民族

唱山歌的优势唱山歌的优势，，唱响新思想唱响新思想、、新理论新理论、、党党
的好政策……一系列创新切实提升了传播的好政策……一系列创新切实提升了传播
效果效果。。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党中央是党中央
从战略和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从战略和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进是进
一步完善基层治理体系一步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提升基层治理能
力力，，加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平台加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平台，，
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
重要举措重要举措。。下一步下一步，，要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责要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饱满的精神状态任感和饱满的精神状态，，积极探索各具特积极探索各具特
色色、、富有成效的路径模式富有成效的路径模式，，以基层的创造力以基层的创造力
激发文明实践的生命力激发文明实践的生命力，，不仅要让党的创新不仅要让党的创新
理论家喻户晓理论家喻户晓，，把党的把党的““好声音好声音””唱响基层每唱响基层每
个角落个角落，，还要还要让根本方法变成管用的办法让根本方法变成管用的办法、、
基本原理变成生动的道理基本原理变成生动的道理，，进一步推动党进一步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落地生根的创新理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开花结果。。

为更好地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落地生根，
山东烟台龙口市积极创新开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先后被确定为山东省、全国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市、区）。在推
进建设过程中，龙口市坚持思想铸魂，以“习
语润心”工作品牌为统领，将解决实际问题
与思想问题相结合，以项目化活动落地提精
气神、送“及时雨”、树文明风、聚百姓心，全
力构建“红色殿堂”、群众身边的“百姓之
家”。

突出标准化与特色化

“虽然说的都是百姓事，讲的却是大政
策，很生动，我们喜欢听，也听得懂、记得住，
长知识。”近日，龙口市“习语润心”百姓宣讲
团给群众送来了接地气的精神食粮，受到大
家欢迎。宣讲团成员同群众面对面交流，引
用群众身边的故事，通过接地气的语言，将
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更加生动具体地传递
到群众心里。

围绕使命任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传
递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通过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积极为民办实事聚民心。龙口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始终把握
思想铸魂这条主线，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广布真理、
启迪心智、凝聚共识、指导实践。他们主打

“习语润心”百姓宣讲，市级成立百人百姓宣
讲团，培训各级宣讲骨干4000余名，将政策
理论宣讲、主流价值培育贯穿于全部文明实
践活动。2018年以来，龙口开展的各类宣
讲志愿服务占全部文明实践活动的三分之
一以上。

“接地气”并不是娱乐化、低俗化，龙口
市以规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体系为
依托，突出标准化与特色化，着力构建具有
代入感、亲切感的实践阵地。

为强化标准化打基础，龙口市按照“改
旧塑新、高效整合、融入基层、全域覆盖”原
则，将上级工作要求细化分解，印发文明实
践站规范化建设意见和手册，试点开展文
明实践中心标准化建设，所有阵地均按照
有场地、有队伍、有制度、有计划、有活动、
有成效“六个有”标准进行基础化建设。目
前，龙口市镇村三级覆盖的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体系已基本形成，建成14处镇街区文
明实践分中心、590余处村（社区）文明实
践站。

为突出特色化促提升，龙口市以党建引
领，坚持品牌化导向提升水平，充分挖掘基
层优势，在阵地、项目、方式特色化上下功
夫，先后涌现出“大槐树下”“马扎实践广场”
等特色阵地品牌和“妇联执委进千家”“乡村
夜谈”等特色方式品牌；形成以“习语润心”
品牌为统领，“党员V行动”“润心坊”“志愿
梦三角”“尹村红”“爱心奶奶团”等联合发力

的市镇村三级项目品牌矩阵。
为推进制度化保长效，龙口市先后出台

全市文明实践工作实施意见、推进方案及文
明实践站规范化建设意见、建设手册等指导
性文件，建立各级党组织“一把手”负责机制
和联席会议制度，完善市镇村三级推进机制
和纠偏扬正的动态评估机制、奖优罚劣的考
核反馈机制，确保干有方向、干有保障、干有
成效。

主题活动聚民心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
同伴……”6月的初夏时节，诸由观镇小隋家
村传来一阵欢快的歌声。唱歌的是来自今
日龙口慈善义工队的志愿者，他们正在与龙
口市委宣传部的党员志愿者们一起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主题实践活动。干到起劲
处，欢快的歌声飘了起来。大家撸起袖子，
甩开膀子，不到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将村里
的8条大小街道打扫一新。小隋家村党支
部书记隋芝德说：“服务群众，必须脚踏实地
地干。真出力了，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
心上，都打心眼里认可。”

类似的场景在龙口市各地不断上演。
党员志愿者、村民代表与社会义工齐上阵，
精心组织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主题实践活
动将村里上下打扫得干干净净。东莱街道
窦家庄村村民王翠兰说：“村里的环境变好
了，遛弯儿时心情也舒畅了，日子过得越来
越有奔头！”“现在放眼一看，都是干干净净
的。”石良镇水夼村村民张道胜也由衷地伸
出了大拇指。

如何让文明实践在基层落地，真正服务
百姓生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怎样才能
建设成为“百姓之家”？龙口市提出，要将活
动开展放在首位，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
基层重点工作，策划实施惠民文明实践主题
项目，着力构建党委政府支持、社会志愿组
织认可参与、基层群众普遍受益的良性工作
格局，全面提升基层志愿服务活动频次和覆
盖面。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就是这样精心设计

的一次主题实践活动。不仅如此，龙口文明
实践与全市重点工作的结合已经常态化开
展，去年以来已经在网络平台发起了脱贫攻
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疫情防护、护林防火
等全市性文明实践活动，累计发起文明实践
微项目2万多个。

主题实践活动的开展，不仅使群众广为
受益，更强化了文明实践所、实践站的阵地
作用，锻炼了各级志愿者队伍、密切了干群
关系。文明实践中心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

“百姓之家”。

雷锋驿站暖人心

“你好，请问可以帮我量一下血压吗？
我在附近散步，突然觉得有点头晕。”上午9
点，一位60岁左右的市民走进了林苑爱心
屋雷锋驿站寻求帮助。值班志愿者赶忙打
开血压计，帮忙量起了血压。

量血压的市民刚走，又来了一位捐衣
服的市民。志愿者们赶紧接待，登记、整
理、分类，操作流程熟练，全程面带微笑，让
人感到暖意融融。捐赠衣服的市民说：“俺
爸妈平时经常来爱心屋捐衣物，在他们的
影响下我也捐出自己的衣服，为他人提供
一点帮助。”

提到林苑爱心屋雷锋驿站，市民都感到
很亲切。它的前身是一群退休老人组成的
爱心志愿服务队，成立之初主要是收发市民
闲置的棉衣、被褥等。如今它全新升级，成
为龙口市第一个雷锋驿站。

走进爱心屋，门外的墙上以活泼的图案
注明了雷锋驿站的服务项目。“从心开始，志
愿同行”八个红色大字和红色的雷锋头像镶
嵌在墙壁上。据志愿者介绍，爱心屋雷锋驿
站的服务不仅包括收发衣物，还有交通问
询、免费充电、提供应急药品、旅游咨询、健
康义诊、科学理论宣传等与市民需求相匹配
的多种贴心服务。

今年以来，龙口市创新探索开展“习语
润心”雷锋驿站建设，主要在居民聚集区、
公共服务设施、窗口单位等重点公共场所，
构建功能完备的“15分钟服务圈”。雷锋驿

站建设突出群众性，不求高大上，只求接地
气，将自上而下推动与群众自发开展相结
合，统筹社会各界力量，通过雷锋驿站建
设，常态长效开展志愿服务，让公益之花开
遍龙口。

爱心屋雷锋驿站成立后，雷锋驿站试
点建设在龙口全面铺开。在居民小区，东
莱街道菜园社区党总支与今日龙口慈善义
工队结对共建“菜籽雷锋驿站”，日常开展
10项“菜籽行动”，涵盖扶老助困、爱心义
剪、社区服务等，同步建立居民参与雷锋驿
站活动的机制。“菜籽雷锋驿站”不仅让雷
锋精神像种子一样在居民心里落地生根，
更为新时代志愿服务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
有益探索。

在农村，黄山馆镇馆前后徐村雷锋驿站
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6月20日一大早，
古驿爱心联盟的志愿者们齐聚馆前后徐村
雷锋驿站，“我们先去把糯米、红枣、粽叶洗
一洗”“劈柴的活就交给我吧”……大家在

“爱心厨房”里有条不紊地忙活起来。
“开锅啦！”随着一声响亮的吆喝，馆

前后徐村雷锋驿站的第一锅义卖粽子出
锅。粽子10元8个，一到集市就被一抢而
光，义卖所得的全部善款直接捐赠给贫困
学子。

馆前后徐村雷锋驿站以古驿爱心联盟
为运营主体，采用积分制管理，提供爱心厨
房、爱心发屋、爱心银行、爱心超市、爱心捐
赠、爱心兑换、爱心药品、爱心义卖、爱心保
洁和交通咨询10项服务，受到了百姓的喜
爱。村民王大娘说：“俺一个独居老人，在家
也不爱做饭，想出去吃又行动不便。自从咱

‘雷锋驿站’开展了‘爱心厨房’活动，志愿者
们定期来给俺送吃的。每次来还顺便了解
俺的身体情况，帮忙打扫卫生，非常感谢他
们。”

奉献爱心，传递爱心。自雷锋驿站开放
以来，有的村民来寻求帮助，或修烟囱，或修
门窗，或请志愿者帮忙采摘售卖杏子；有的
村民来报名做义工，回报他人的帮助……雷
锋驿站激起了群众心中爱的浪花，成为志愿
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风尚。

6月10日傍晚，在山东烟台龙口市
东江街道董家洼村的大槐树南侧，龙口
市“习语润心”百姓宣讲团成员吕浩和
吴艾倩扮演一对革命夫妻，深情朗诵
《最后一封家书》，拉开了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以来村里第一场宣讲的序幕。

董家洼村现存树龄最长的大槐树
绿意盎然，撑起一片清凉的华盖。大
槐树下就是舞台，50多位村民坐在小
马扎上聚精会神地看着节目。

“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
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
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
一切……”

“小明明，妈妈不能抚育你长大
了。小宝宝，你要记得，你的父母是共
产党人！”

革命夫妻抛头颅、洒热血的无畏
精神打动了群众。50岁的傅国娟坐在
头一排，泪水在眼圈里打着转儿，她边
鼓掌边说：“他们演得真投入，让我又
想起了小时候听的革命故事。不管什
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革命先烈。”

宣讲员吕浩是企业职工，吴艾倩
是医院护士，这对年龄不到30岁的年
轻搭档演绎这段革命故事已不下10
次。“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心灵的震
撼，都是一次学习。”扮演妻子的吴艾
倩说，“要打动观众，首先要感动自己，
我们查资料、看视频，努力揣摩体会
故事，尽可能地把人物塑造好。”

不仅要把人物塑造好，更要把故事讲述好，通俗生动，百
姓听得懂，正是“大槐树下”宣讲最显著的特征。龙口市选择

“大槐树下”开展百姓宣讲和文明实践活动，原因正是“接地
气”。大槐树下以前是当地村民的议事点，尤其到了夏季，群
众经常在树下纳凉、休憩、议事。2018年，龙口市被列为全国
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市、区）之一。他们建
立了“大槐树下流动实践点”，组建了“小马扎工作队”，从村民
中招募志愿者，还聘请全国道德模范刁娜等10多名具有较高
知名度的志愿者担任村级实践站特邀志愿者，定期邀请各行
各业的优秀志愿者作为兼职志愿者参与村级实践活动。

“好，好！”观众们的叫好声、掌声和笑声汇集在一起，在村
庄上空回响。为了让百姓愿意听、喜欢听、听得懂，董家洼村
的“小马扎工作队”下足了功夫。64岁的王基孟是“小马扎工
作队”25名村级专职志愿者中的一位，他的拿手项目是讲千
年大槐树历史。为了搜集故事，他查县志访群众，请教文史专
家。“大槐树是村里的精神财富，老百姓都以大槐树为荣。我
觉得要保护好它，讲好大槐树故事。”王基孟说。

48岁的徐业国是诸由观镇涧村村民，也是龙口市“习语
润心”百姓宣讲团成员和“小马扎工作队”的兼职志愿者，他打
小喜欢音乐，擅长模仿。退伍后回到村里，徐业国没扔下自己
的特长，这些年自编自导了一系列宣传农村文明新风的小
品。徐业国说：“我生活在村里，这些事儿都是我亲身经历或
亲眼所见的，所以演起来轻车熟路。让老百姓看得懂，记得
住，就是我的成功。”

“习语润心”百姓宣讲团特聘宣讲员、龙口驰援湖北的医生
吕慧以《两张小纸条》为题，讲述了抗击疫情期间奔赴一线、支
援湖北黄冈的感人经历。“通过面对面交流，我感受到了家乡父
老对我们医护人员的关心和关爱。这正是我们义无反顾奔赴
前线、坚决战胜疫情的动力和信心所在。”吕慧说。

在山东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曲目《我的梦就在你的梦
里》中，这次宣讲落下了帷幕。现场的群众意犹未尽，边鼓掌
边跟宣讲队员说：“欢迎你们再来！”

如今，在“大槐树下”参加实践活动，成了董家洼村的一种
常态。党员、村民代表、群众走上讲坛，谈对新思想、新生活的
理解，朴实的乡音引起共鸣。“大槐树下”越办越出名，成为村
级文明实践的一个生动案例。2019年，这里被评为“山东省
理论宣讲基地”“山东省理论大众化示范点”和“烟台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基地”。

山东龙口市着力构建具有代入感、亲切感的实践阵地——

群众在哪，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卢 晓 宋 勇

2018年11月，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组织的山东省“中国梦·新时代”百姓宣讲走进龙口。在董家洼村大槐树下，宣讲团成
员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切感悟，展示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并与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资料图片）

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过程中，山东龙口市坚持思想铸魂，以

“习语润心”工作品牌为统领，将解决

实际问题与思想问题相结合，传递党

的理论方针政策，通过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积极为民办实事聚民心，

累计发起文明实践微项目2万多个。

目前，龙口的市、镇、村三级覆盖的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体系已基本形成，建

成14处镇街区文明实践分中心、590

余处村（社区）文明实践站。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
□ 张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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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月2828日日，，龙口市龙口市““习语润心习语润心””理论轻骑兵走进黄山馆镇理论轻骑兵走进黄山馆镇
馆前后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馆前后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家风主题宣讲活动开展家风主题宣讲活动。。图图
为龙口市为龙口市““习语润心习语润心””百姓宣讲团成员栾少华以百姓宣讲团成员栾少华以《《父亲母亲的父亲母亲的
叮咛叮咛》》为题做家风主题宣讲为题做家风主题宣讲。。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66月月1010日日，，龙口市龙口市““习语润心习语润心””百姓宣讲团成员百姓宣讲团成员、、诸由观镇诸由观镇
涧村村民徐业国涧村村民徐业国（（左一左一））反串演出受到群众喜爱反串演出受到群众喜爱。。（（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