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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每月逢二、七，是寿光市
孙家集街道张家寨子村传统大集。
村里有个银杏公园，这两年，园里
那棵600年的银杏树下，又悄然兴起
了一个“文明大集”。十里八乡的人
来赶集，都喜欢到“文明大集”上赏
字画、看演出、听讲堂、读图书……

“文明大集”能火，可不是搭台
摆摊那么简单，从选址到“备货”，都
细致摸清、紧密对接着群众需求。在
山东，围绕传播新思想、引领新风尚
这个总目标，从省级层面的系统设
计，到各地的大胆探索，在紧紧扣住
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同时，更进
一步着力激发乡村内在活力，不断
创新着工作方式。

自2018年至今，山东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从试点起步，逐渐
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截至目前，
包括29个全国试点、50个省级试点
县（市、区）在内，全省已建设县
级文明实践中心 1 7 3个，建成率
1 0 0%，建设镇级文明实践所1 8 4 9

个，建成率98 . 1%，建设村级文明实
践站56786个，建成率79 . 6%，以点
带面，星火燎原，在基层激发出了
传播新思想、引领新风尚的巨大活
力。

创新工作方式：
打通，更要激活
在广大乡镇村居，党群服务中

心、村史民俗馆、广场礼堂、书屋
大院等设施整体盘活，围绕文明实
践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在媒体融合
的环境下，如淄博市临淄区、宁津
县等地还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与融媒体中心深度融合，探索
文明实践活动数据管理与快捷运
行，在丰富传播内容、打通传播渠

道的同时，贯通“媒体+政务+服
务”，实现了新型传播环境下与群
众的灵活互动。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过
程中，各地注重发挥个人、家庭、
村居等“点”的主动性，极大地激
发了乡土人文活力。党员带头，全
省党员干部每年参加文明志愿服务
活动不少于20个小时，带起省县市
乡村各级志愿服务队伍；在组织专
家学者、律师大学生等城市人才下
沉服务的同时，更吸引、凝聚了大
批文化人才、科技能人、“五老”
人员等乡村本土人才。典型带动，
发挥先进个人、文明家庭、文明单
位等示范作用，让身边的鲜活案例
感染身边的人。品牌引领，让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明星”项目
有感染力、感召力。在各个县域之
下，扎根乡镇村居的实践站（所）
犹如一座座堡垒，既围绕一个目标
单兵作战，又在中心的协调下互联
互通，以点带面，通过有的放矢地
“讲”、实实在在地“评”、真心
实 意 地 “ 帮 ” 、 丰 富 多 彩 地
“乐”、文明规范地“庆”等形
式，既传播了党的创新理论，增强
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又提升了
群众思想文化水平，弘扬了时代新
风，在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同
时，有效激活了乡土人文因子。

丰富工作内容：
做实，还要出新
在龙口市，“习语润心”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项目通过组建市级百
姓宣讲团，线上线下同频，开展理
论、政策、法治等系列宣讲，广泛
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深受群众欢迎。汶上县面

向全县“五老”人员及典型先进人
物等选拔乡土讲师，组成“乡土讲
师团”，说乡音、举实例，用“土
教材”讲活“新道理”，让党的创
新理论入耳走心。日照市岚山区碑
廓镇的“理论之声”、济南市莱芜
区羊里镇东土屋村“书记广播电
台”等，通过讲堂、广播、微信等
渠 道 ， 变 “ 一 人 讲 ” 为 “ 大 家
讲”，吸引了群众参与。

文明实践，群众是主体。莒县
夏庄镇的“圆桌夜谈”、单县龙王
庙镇刘土城村“乡村夜话”、龙口
市东江镇董家洼村“大槐树下”设
实践点等，充分利用村民农闲时节
茶余饭后拉呱聊天的机会开展实践
服务，一方面在与群众交心、交流
中梳理问题，一方面针对问题提升
了服务精准度。淄博市淄川区西河
镇北坪村的“守望相助”志愿服务
队、济南市莱芜区和庄镇张家台村
的“生活帮”文明服务站等通过走
访、帮扶困难群众，在传递党和政
府关怀的同时，也让村居内守望相
助的氛围变得浓厚。平度市仁兆镇
“庄户学院”、五莲县“喇叭花”
村村播报等做法则通过传播农业技
术、提供知识服务等组织、吸引农
民学习。

利用春节、清明等传统节点，
山东省文明办面向全省发起文明过
节倡议，经网站、微信、客户端等
广为传播，成为热点。在各地，如
日照市岚山区423个行政村实现“文
明迎亲队”全覆盖，济南市章丘
区、青岛市城阳区、桓台县等地倡
导新时代文明实践婚礼，巨野放大
地 方 传 统 习 惯 推 行 丧事“ 一 碗
菜”、曲阜市石门山镇西焦村立足
“孝德”之风建起“幸福食堂”、

广饶县广饶街道国安社区着眼于家
风建设开办“至善讲堂”等，则在
细致服务中引导村风、乡风的转
变，均起到了破旧立新的积极作
用。在实践中，各地引导红白理事
会、道德评议会等自治组织发力，
根据各地实际细化村规民约，实现
了移风易俗与提升村民自治水平的
有效结合。

试点以来，山东省坚持推动文
化下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不断加大乡土文化人才培养与地方
文艺组织扶持力度。胶州市打破村
居、城乡隔阂开展“文化串门”惠
民活动，帮助农村社区组建“邻里
艺术团”；平度市推出“行走的书
箱”服务，推广乡村阅读；泰安市
岱岳区天平街道池子崖社区“漂流
书屋”、肥城市“爱心书屋”为孩
子们提供暖心阅读等等，有效地满
足了群众文化需求。此外，从加大
对地方民俗文化、技艺的保护传
承，到鼓励推动乡土文化融入现代
发展，也有效激活了沉寂的乡土人
文因子。

探索工作机制：
长久，源于活力
在荣成，凡18周岁以上公民都

有自己的“信用账户”，个人参与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次数、时长自
动录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云平
台后台，形成一定的信用积分。根
据当地个人信用积分管理办法，政
策适用、评先选优、岗位招聘等都
与积分多少挂钩，达到一定分值的
市民可享受信用贷款、减免费用等
160多项优惠……让奉献受尊重、有
回报，是为了文明实践长期化、常
态化运行。

在省内，像荣成这样鼓励人们
践行新时代文明的努力有很多。邹
平市的“五星评定”管理、枣庄市
薛城区“积分制”管理“星级化”
考评以及肥城市、桓台县的“时间
银行”……因地制宜的奖励办法，
大大释放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农村居
民的志愿热情。

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中，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分中
心、站(所)充分发挥阵地优势，创
新工作方式，在促成群防群控、联
防联治高效运作，构建党政、家
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全方位防
疫网络中发挥出了巨大作用。全省
约有8 . 3万支志愿服务组织、212万
多志愿者广泛活跃在城乡社区、村
居疫情防控战场上。在前线，布
控、测温、登记、疏导……在后
方，代办、跑腿、宣讲、清扫……
围绕疫情防控，一个个讲科学防
治、传权威资讯、做心理辅导、解
生产难题的志愿服务项目破土而
出，在消解谣言、稳定民心、织密
防控网的同时，充分展现出中国特
色志愿服务的巨大优势。一场战
“疫”，检验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
的“成色”，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了
与党和政府“不能面对面，更要心
连心”的紧密，也吸引着更多的群
众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传播新思
想、引领新风尚的行列。

在山东，新时代文明实践有个
统一的标识——— 一朵蒲公英。中
心、分中心、站（所），是蒲公
英；项目、志愿团队、每个人，也
是蒲公英。在时代新风中，千朵万
朵蕴含希望、活力、正能量的蒲公
英正将新时代文明的种子播撒在齐
鲁大地。

齐鲁蒲公英，文明种子生
——— 山东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发展综述

农村大众报记者 段新勇

10月13日，在荣成市崖头街道
曙光社区，七彩缝纫社的志愿者正
在给居民王义亭改裤腿。屋里四台
缝纫机，每台后边都有三五个人在
排队。每个周二，曙光社区几乎都
是这样的场景。

“这是咱社区信用产品的一
种——— 信易补，只要在社区获得信
用分10分以上的，被子、衣服等等
都免费修补。”王义亭说，他今年
87岁了，是曙光社区年龄最大的楼
长。正是这样一份志愿工作，让他

能享受到信用服务。
自荣成市成为首批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示范城市以来，便不断在征
信建设方面进行创新。“我们现在
有信用饮、信用庆、信易借、信易
补、信易聚、信易宠和信用有礼七
个信用产品，都是根据居民的需求
开发出来的。”曙光社区党委书记
岳晓丽说，“比如信易宠，社区有
56户居民养宠物，我们就跟社区边
上的一家宠物店合作，信用分3分
以上的居民买宠物粮食、给宠物看

病时可以享受一定折扣。”
“我们还有可以用信用积分兑

换水钱的信用饮，提供免费锣鼓表
演的信用庆，免费试用共享工具的
信用借，免费提供聚会场所的信易
聚。社区所有年满18周岁，获得信
用加分的居民都可以参加每季度一
次的信用有礼兑换活动。”岳晓丽
说，信用兑换采取以分换币、以币
换奖的方式。根据参加社区志愿服
务的时长累计积分，每1分信用分
可兑换1个信用币。每个信用币价

值相当于2到3元，可以兑换相应币
值的生活用品。

“多出来的这些费用大都由合
作公司承担，他们这么做也可以增
加信用分，可以享受市里信用方面
的政策。”岳晓丽说，由此，整个
信 用 体 系 便 形 成 了 一 种 良 性 循
环——— 志愿者有动力，信用商家有
活力，社区工作更有助力。

“大到捐款捐物，小到帮邻居
接送孩子，在一系列的志愿活动
中，社区居民从互不相识到现在互
相熟识，形成了良好的氛围。”岳
晓丽说。

在信用加分信息采集中，除了
社区居民自行申报，还有每天的信
息采集。岳晓丽将整个社区分为10

个网格，设1名网格员，2名协管
员，再往下还有楼长。网格员手里

都有一本“信用日记”，每日走访
巡查记下居民的信用信息。

“每个月会开一次信用评议
会，现场对采集到的信用信息性质
进行认定，讨论是否实施激励或惩
戒措施。”岳晓丽说，信用评议
会成立之初，评议员是由网格员
推荐各自网格德高望重的居民担
任。有的居民认为评议员的选定
过于片面，不能代表所有社区居
民 的 医 院 。 经 过 一 段时间 的 摸
索，曙光社区成立了一支涵盖各
个年龄层、各个行业、各个网格
的“百人评议团”。每个月，从
评议团中随机抽7人组成当月的信
用评议团，确保了信用评议公平、
公正、公开。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 宁
通讯员 刘兆阳 刘增光

10月15日上午，李明到村边的
劳动基地转了一圈。基地里，韭菜
正绿，白菜萝卜暴发着最好的长
势。“菜地的草不能都弄干净了，
要不来了学员，他们没活干。他们
要在劳动中体验农民的辛苦。”李
明说。

李明是滨州市滨城区秦皇台乡
段李家村党支部书记、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站长。他所说的学员，是
前来段李家村“三同教育基地”参
加培训的人。

段李家是个只有114户、317口
人的小村，因为油田占地和引进企
业，村集体年收入95万元。这让小

村美如画，村风民风醇如酒。
2019年，段李家村打造了33个

美丽庭院户。如何放大这些美丽
庭院户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的作
用，李明动了很多心思。他想到
了村里人的一个习惯：家里要来
客人，都会把里里外外好好收拾
一下。“让从外边来的人，尤其
是那 些 有 文 化 有 素 质 的 人 到 村
里，能很好地提升全村的文明程
度。”李明说。

2020年7月，段李家村挂起了
“三同教育基地”的牌子。基地分
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村集体利用老
旧房子改造出来11间宿舍，利用集

体土地建起来的10亩劳动基地；一
部分是33户美丽庭院户。

李明所说的“三同教育”，是
让走进来的学员在住农家房、吃农
家饭、干农家活中，体验、感受现
在的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

来参加培训的学员，可以在村
里走走看看，到村民家中坐坐聊
聊，还能到劳动基地去力所能及地
干点农活。“现在一些年轻人，哪
怕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基本没干过
农活。”李明说。

10月10日，段李家村的“三同
教育基地”迎来新的一批学员。这
批学员是秦皇台乡1985年以后出生

的干部。培训结束后，不少学员在
朋友圈里发微信，说收获很多。

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是要缴
费用的。住在集体宿舍的，收益归
集体；住进村民家中的，好处归村

民。“这样，村集体就有了新的收
入，村民也会更积极地争创文明、
美丽户。”李明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孙成民
通讯员 张永滨 马 跃

荣成创新征信建设

志愿服务可享“信用有礼"

学员受到教育，村民提升文明

文明实践站建起三同教育基地

劳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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