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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如
何消除公众恐慌、传递权威信息？
怎样高效率发动居民为防控网堵漏
补缺？山东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创新
工作方式，通过拓展网络空间，打
通传播渠道，在省、市、县区、乡
镇、村居间，形成了线上传播的树
状网络。让遍布城乡的各级文明实
践分中心、站（所）从线下“堡
垒”汇集、融入“云阵地”，在稳
民心、通民情的同时，展现了文明
力量，弘扬了时代新风。

线上声音

温暖人心

1月27日，淄博市临淄区防控
指挥部发布关闭公共场所的《通
告》，当日点击量突破54 . 8万。1月
31日，齐都镇小徐村感染、接触情
况引发群众关注、热议，当地及时
发 布 权 威 信 息 ， 点 击 量 达 3 0 . 6

万……一条条的数据，展示出“临
淄云”发力的效果。

“临淄云”是临淄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和融媒体中心“两个中
心”融合的成果之一。通过“两个
中心”协调发力，临淄区不仅实现
了实时发布疫情防控动态，还做到
了更加高效地组织志愿者积极开展

防疫服务。
据统计，目前“临淄云”下载

量已达20万，疫情防控期间，发布
各类资讯4000多条，点击量累计达
850余万。这朵“云”在当地已是
最受群众欢迎、最具权威性的信息
平台。它的存在，让谣言断了传播
渠道，让理性深入人心，真正发挥
出了正面宣传、舆论引导、公益宣
讲等作用。

在省内，各地“两个中心”融
合的探索并非仅仅体现在打造富有
地方特色的App上，更值得关注的
是将网站、电视、微信公众号等各个
平台、渠道打通，实现精准制作、融
合传播、多点推送、广泛覆盖。

在这个流畅、宽阔的平台上，
知识、资讯不仅权威、丰富，而且
生动、感人。经由这些通畅、快捷
的渠道，一大批精心制作的信息产
品广受好评，形成了积极的社会效
果。面向全省推出的“复工防疫贴
士”“筑牢防疫六道防线”“科学
文明用餐”“防控法律法规宣传”
等系列公益知识被大量转发、广泛
传播。各地因地制宜推发的融媒产
品，与大喇叭、村村响、宣传栏、
明白纸、流动宣传车、移动式音
响、滚动电子屏等灵活组合，实现

了科学防控知识通俗化、大众化传
播。

能量向上

服务向下

在东营市广饶县，抗“疫”
“一分钟课堂”成了一档走红的节
目。

这个节目，每堂课都是一个一
分钟以内的短视频。其中，有省级
道德模范葛海军在企业复工复产一
线，讲解如果做好自我防护；有山
东好人牛童童，提醒市民群众“少
出门、居家为社会作贡献”；有全
省文明家庭田会英家庭，演示居家
有为、争创美丽庭院等。

这个“掌上课堂”，是当地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推出的服务内容
之一。登上抗疫“一分钟课堂”的
讲师，有当地的道德模范、山东
好人、文明家庭、志愿者等。他
们录制的短视频，经新时代文明
实践融媒体工作平台、文明广饶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刊播，让身边
的人讲身边的理儿，展示身边的
事儿，效果好。县红十字志愿服
务队柳清林等4名志愿者录制的手
语舞《听我说 谢谢你》，向抗
“疫”一线人员致敬、传递共克时

艰的力量，一经播出，点击量就达
10万余次。

鲍家村地处广饶县最西南端，
位于县界，这给村里的防控工作带
来不小的压力——— 要排查、要设
岗、要劝返“越界”人员……任务
重，人手少。村文明实践站赶紧筹
划招募志愿者。倡议书一经发布，
村里就有23名大学生报名。从1月27

日到2月24日，大学生们始终坚守
在村里抗击疫情一线。

通过信息发布获取精准帮助，
只是文明实践“云平台”的功能之
一。在省内各地，“云平台”上不
仅有大量知识资讯推发，还有各种
在线、连线式的互动类栏目更新。
这些服务性极强的栏目“上线”，
在特殊环境下将志愿服务拉回了
“线上”，更“逼着”线下的服务
提升了精准性。

融媒“练兵”

机制“备战”

在疫情防控压力之下，如果说
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为加快媒
体融合、提升“云服务”质量，是
一次次“练兵”，那么，在摸索中
建立的程序、形成的机制，则为文
明实践工作提供了再次面对危机时

快速“备战”的底气。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宁津县快

速整合“两个中心”资源，通过共
建共推，提升“双管齐下”的功
能，逐渐摸索形成了一套工作机
制。首先，通讯员统一管理机制得
以建立。在疫情防控期间，当地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专职通讯员被纳
入“闪电云”融媒体生产管理系
统，通讯员队伍成为融媒体中心的
一个生产单元，参与联络服务和沟
通管理，便于疫情防控最新消息的
及时发布与共享。其次，新闻线索
共享机制得以建立。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积极挖掘整理战“疫”一线
典型模范、感人事迹、动人故事，
并第一时间与融媒体中心共享，借
助新媒体平台，让战“疫”正能量
更快更广地传播。截至目前，当地
共发布战“疫”宣传信息4000余篇
（条），累计点击量达1886万。另
外，新闻宣传定向反馈机制也得以
建立。融媒体中心定期将各类宣传
稿件发布及采用情况反馈至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用反馈数据直接
“刺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大
脑”，以进一步提升文明实践中心
工作水平。

农村大众报记者 段新勇

山东文明实践在行动

疫情阻击战中，省内文明实践平台广建“云阵地”

两“中心”融合，“云服务”上线

商河县沙河镇充分发挥辖区内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作用，在全镇
开展了“‘疫’不容‘迟’志愿同
行，新时代文明实践疫情防控”主
题活动。志愿者们为全镇66个村悬

挂宣传横幅、张贴宣传彩页、发放
《致全镇人民的一封信》，利用村
级广播、村级微信群等多种方式，
做到疫情防控不松劲。

（王星 刘慧 摄）

农村大众报利津讯 （通讯员
任万帅）今年春天，利津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者，扎实开展“携手
文明 共同抗‘疫’——— 文明实践
在行动”主题活动。全面恢复生产
生活后，又马上投入到各类助农生
产活动中。

“疫情防控期间，外出聚集有
风险，多亏了村里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者，让我足不出户就解决了
贷款和农资购买问题，我1000多亩
地的承包租金和化肥、种子终于有
着落了。”日前，陈庄镇双滩村村
民李延叶说。

李延叶是村里有名的种粮大
户，开办家庭农场已经六年了。今
春，她急需一笔资金支付1000多亩
地的流转费用，同时需要准备购买
化肥、种子、农机等生产物资的资
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村里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把银行、担
保公司和农资经销商邀请到家门
口，帮她顺利解决了生产资金、物

资的难题。
像双滩村这样，利津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通过“测体温、戴口罩、
间隔坐、室外办”的方式积极协调
有关部门与村民对接，有效地解决
了村民缺少种养资金和外出购置生
产物资不便等问题。

因为疫情影响，常规销售渠道
受损，利津县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也出手相助。

北宋镇多家农户养殖场的鹌鹑
蛋滞销，北宋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
中心的青年志愿服务队联系青农帮
帮团，通过线上直播有效拓展销售
渠道，三天时间累计销售鹌鹑蛋
3000余斤。“去年下半年贷款40万
元建起鹌鹑棚搞养殖，没想到受疫
情影响销售渠道断了，光每天的饲
料、水电暖等成本就近千元，多亏
村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同志和各
级干部的帮忙。”北宋镇许家村养
殖户王建民说。

明集乡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
的志愿者们则成立了“菜鸟”服务
队，通过微信帮助村民销售农产
品，累计运送蔬菜100吨、鸡鸭5万
余只。

在疫情防控初期，利津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各分中心还“细心”保
安全。

“我们将42名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志愿者划分为七组，每组六人。
一组在村里巡查登记，发现外来车
辆、陌生人员及时上报。剩余六组
成立临时禁烧巡查队，在田间地头
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的拉网式巡查
监管。”凤凰城街道店子村党支部
书记吕新泽说。店子村依托多年建
立起来的志愿服务体系，安排42名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通过悬挂横
幅、播放宣传录音、发放明白纸等
形式，广泛宣传烧荒、秸秆焚烧的
危害、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春季防火
措施，不断提高农民的安全意识和
守法意识。

戴口罩、室外办，

利津志愿者帮种粮大户解难题

农村大众报禹城讯 （通讯员
贺莹莹）禹城市以扎实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为总方针，以真正提高农民
群众文明文化素养为总目标，探索
实施文明实践“六结合”工作模
式，以“文明播种、精神加油、道
德洗礼”为工作主基调，建立以
“实践中心—实践所—实践站”为
主轴的县、乡、村三级体系架构。

禹城市围绕“我们的节日”
“经典诵读”“百姓宣讲”等主题
活动，邀请民俗专家走进实践中
心，组织开展我们的民俗、我们的
文化等系列宣讲、展演、传承活
动，大力培育中华民族优良的礼仪

文化。树新风、讲美德，开展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好婆媳好翁婿等
系列评选宣传活动，开展文明交
通、文明旅游、文明餐桌等系列文
明行动，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和正能
量，培育新乡贤，评选好家风、好
家训，积极组织群众参与环境治
理、移风易俗、文明创建等系列活
动。抓服务、讲关爱，发挥“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主阵地作用，整
合“党群连心站”、党员志愿服务
队等20多支特色服务队，把禹城市
各种优质资源和公共服务有序、有
效、持久地配送到基层，积极开展
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员等

系列关爱帮扶活动，大力发展“四
点半课堂”，使他们平时有人访、
惑时有人解、病时有人望、难时有
人帮，切身感受到党的温暖、社会
的关怀，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

学科技、讲知识。禹城市邀请
专家学者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组织开展创业培训、技能培
训、新型农民培训，通过相关部门
送政策、送科技、送健康、送信
息、送技能等系列服务活动的开
展，大力实施农民素质提升工程，
提升群众创业、就业本领，为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奠定坚实的人才

基础。懂法律、讲规矩，组织相关
部门，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法治
下乡活动，运用明白纸、宣传册、
公告栏、大喇叭等群众便于接受的
形式，宣传与基层群众密切相关的
法律法规知识，引导群众学法、懂
法、守法、依法办事。健全完善村
规民约、村民守则、五改五提倡、
五转五提升等乡约制度，引导群众
树立“规矩意识”，办事有章法、
行事有条例、处事有原则。

文明实践“六结合”工作模
式。文明实践与日常工作相结合，
专家讲与百姓说相结合，讲与演相
结合，教育与服务相结合，固定讲

堂与流动讲堂相结合，文明实践与
文化传承相结合。文明实践“六个
一”活动模式。日常工作中，各级
文明实践机构重点做好“一堂课、
一台演出、一场道德讲评、一次志
愿服务、一个身边故事、一番内心
感悟”，在点滴工作中凝聚强大精
神力量。文明实践“2+N”队伍建
设模式。“2”是指新时代文明实
践机构和志愿服务机构，“N”是
指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实践队，
通过明晰的队伍架构和广泛的人才
选拔，确保文明实践工作有人管、
有人抓、有人讲。

建立以“实践中心—实践所—
实践站”为主轴的县、乡、村三级
体系架构。截至目前，建成县级实
践中心1处，乡级实践所12处，村
级实践站477处，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队275支，固定志愿服务项目55

个，2019年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2500余次。

“文明播种、精神加油、道德洗礼”

禹城市创新文明实践“六结合”工作模式

“疫”不容“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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