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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吕光社 孟一
本报通讯员 孔祥震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最忌花拳绣
腿、华而不实。为建设好乡村思想文化的主阵
地，济宁今年开始尝试在吸引群众主动参与、
乐于参与、持续参加上下功夫，突出“1个导
向”、瞄准“2个时段”、聚焦“3类人群”，开展主
题鲜明、形式多样、实用走心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收到了显著效果。

新时代文明实践，参与和受益的主体是
基层群众，经过近几年的活动运作，“群众
需求”这个“1”的导向愈发清晰。

按照“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搞陪
同、直奔一线”的原则，今年济宁市开展了
系统化的蹲点调研。与曲阜市和任城区等设
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村进行座谈，到兖州
区、汶上县、梁山县等县市区入户走访调
研，向了解基层情况的包村干部征求意见，

从不同层面摸清群众的真实需求。
导向明确、目标明晰，实践活动变得更

有针对性。群众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的迫切愿望，就组织开展了“红歌社
区行”“爱祖国爱家乡”等系列活动，让《我和
我的祖国》唱响山村田园；台风“利奇马”过
境，就把防汛救灾知识小课堂搬进乡村，并协
同志愿者深入一线协助救灾；乡村振兴的号
角越吹越亮，新农村新农民技能培训、城乡环
卫一体化和移风易俗宣讲等系列文明实践活
动紧跟着就开展起来……围绕群众需求所开
展的活动不用吆喝就赢得热捧。

实践活动的深入人心，得益于“按需供
给”，同时也与科学合理的活动时间选择密切
相关，济宁因时开展，主要瞄准“2个时段”，在
百姓夜间空闲时间和农闲季节开展活动。

夜间空闲时间是开展实践活动的“日常
阵地”，济宁多地创出了自己的夜间活动品
牌。从兖州区的“蒲公英（端信）夜堂”到

微山县的“文化夜场”，再到济宁经开区的
“法律夜市”……理论宣讲、科学普及、体
育健身、文艺表演等独具新时代文明实践特
征的活动，正点亮着基层的夜生活。与此同
时，整合农村农闲季节，为基层群众量身定
制的“讲评帮乐庆”项目也在各地频频展
开，济宁市、区两级民政局、体育局、卫生
健康委、文化和旅游局、科协等部门策划设
计“百场移风易俗戏曲进乡村”“六艺太极
拳”、科普大篷车等农闲活动项目1200余场
次，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态势。

文明实践活动坚持围着“人”来走，出
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人”，而老年人、年轻
群体和儿童3类重点人群，也在精准调研过
后成为活动开展和参与的“主力军”。

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年龄特征，也有
着各自的活动需求。针对老年人，济宁各地开
展健康查体、义诊、送戏（豫剧、山东梆子等）
下乡、养生知识讲座、防金融诈骗讲座、跳老

年舞、打太极拳等活动；面对年轻群体，则以
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如特型面点制作、刺绣、
插花、剪纸等），致富类（农村电商、乡村旅游
致富讲座、小工艺品手工制作、种植养殖培训
等），文体互动类（跳广场舞、腰鼓队等）为主；
而孩子们则有机会体验到各种丰富有趣的活
动，不仅享受到了“四点半课堂”的课后辅导，
还有传统文化体验、文明礼仪、经典诵读、绘
画、毛笔字练习等科目。

今年以来，济宁市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3 . 5万余场次，文明实践活动逐步走入千
家万户，文明实践站知晓率、参与度、满意度
进一步提升，成为百姓愿来常来的“乐和家
园”。而精准科学的定位，也滋养出了一批可
复制性强、效果显著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
曲阜市的“母子传承国学”、任城区的“小板凳
红色宣讲队”、汶上县的“乡土讲师团”和“舞
前十分钟·百姓话场”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如今已在全市进行广泛推广。

□记者 孟 一 姜国乐
通讯员 徐文锋 报道
本报泗水讯 10月12日上午，《济宁市

乡村振兴合伙人招募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在济宁市泗水县圣水峪镇发
布，济宁各村镇开始批量招募“乡村合伙
人”，从解决“人”的问题入手，助推乡村
振兴。

据了解，《办法》中“乡村振兴合伙
人”是指在现代生态农业、农业生产和农产
品加工流通等领域，采取资金合作、技术入
股、专业服务等形式，与招募村“一对一”
开展结对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海

内外企业家、创业者等人才。市级乡村振兴
工作站以乡镇为单位设立，负责辖区内乡村
振兴合伙人的招募和日常管理工作。乡村振
兴合伙人面向海内外企业家、创业者、金融
投资业者、专家学者、创业团队、种养大
户、农村致富带头人、技术能手、非遗传承
人等人才进行招募。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乡村振兴合伙人以
工作站为依托，与招募村开展“一对一”结
对合作，可采取技术入股、创意合作、资金
合作、创办企业、协助招商、专业服务等形
式，重在服务于当地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
民持续增收。

乡村振兴合伙人招募程序分为需求申
报、资格审查、需求发布、集中对接洽
谈、实地考察和行文公布等环节。有乡村
振兴合伙人招募需求的行政村，根据本村
实际需求和产业特色，围绕现代生态农
业、乡村旅游、农业生产和生产性服务
业、农产品加工流通方面提出合伙产业方
向，报市级乡村振兴工作站，并逐层完成
审核后公布。

乡村振兴合伙人可通过合同约定享有乡
村和乡域内项目开发等优先权，在项目报
批、土地流转、资金补助、信贷扶持等方面
给予优先安排，并可获得“荣誉市民”“名

誉村主任”称号，对招募村发展和实施重要
事项提出意见建议。

好办法的推行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扶
持。对经认定符合双创人才集聚计划的合
伙人，创业人才项目，市财政按照相应类
别，给予最高500万元的经费资助；对创新
人才项目，市财政按照相应类别，给予最
高100万元的经费资助；对经认定符合济宁
市青年人才支持计划的乡村振兴合伙人，3
年内按照500元-3000元每人每月的标准给予
用人单位引才补贴；在乡村振兴合作项目
中，还可对乡村振兴合伙人加大创业担保
贷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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