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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需要，志愿者就到哪里”
临沭县：文明实践“小服务”激发乡风文明“大动能”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马珊珊 徐娜

11月20日，临沭县青云镇磨石
沟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热闹非
常，文艺志愿者们在乡村大舞台上
吹拉弹唱，老人们围聚台下听曲兴
致盎然。旁边的“幸福食堂”里，
党员志愿者们忙着洗菜、和面、拌
馅、擀饺子皮、包饺子，个个技艺
娴熟，配合默契。

临近中午，热气腾腾的水饺、香
气四溢的炒菜端上桌，全村16名90岁
以上的老人欢聚一堂，开心地吃着。
老人们的笑容感染着忙活了一上午
的磨石沟村党员志愿服务队队长陈
维利：“村里高龄孤寡老人多，吃
饭不方便，有了幸福食堂后，我们
定期举办这样的暖心志愿服务活
动，不仅营造了尊老爱老的浓厚氛
围，丰富了老人的生活，拉近了邻
里的感情，更促进了村居和谐。”

陈维利口中的“幸福食堂”，
是今年磨石沟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针对老年人的需求设立的。他们购
置了锅碗瓢盆、消毒柜、冰箱、乐
器等设施，组建了村党员干部志愿
服务队、尊老敬老志愿服务队伍，
依托幸福苑定期开办，免费为村里
70岁以上的困难老人提供午餐、休
息室和娱乐室，让村里老人的生活
更幸福，更有品质。

如今，像“幸福食堂”这样接
地气、合乎百姓口味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正在临沭县
23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你方唱
罢我登场。今年以来，临沭县把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作为统揽农村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总抓手，大力实
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把顶层设计
与基层探索相结合，打造文明实践

阵地，组建扎根基层的文明实践队
伍，创新志愿服务方式，丰富志愿
服务内容，以开展特色志愿服务活
动为突破口，让文明实践“小服
务”激发乡风文明“大动能”。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
伸到哪里。”自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开展以来，临沭县共建成文明实
践中心1处、文明实践所9个、文明
实践站236个，打造“全域覆盖、
群众便利”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阵地网络。把“群众要什么”
与“社区有什么”有机结合，依托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搭建顺应时代
发展、适应村居实际、响应群众需
求的文明实践服务平台，充分发挥
党员活动中心、文化大院、农家书
屋、乡村大舞台、道德讲堂、志愿
者服务站等功能场所的实践功能，

实现阵地、服务、资源、发展共享
联动的“模式”，让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有坚实平台。

“哪里有需要，志愿者就到哪
里。”临沭县通过组织集中培训，
建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长队伍和骨
干志愿者队伍，打造一支老百姓身
边“不走”的志愿队伍。今年以
来，临沭县各镇街集中开展了多轮
文明实践站长专题培训，让站长成
为文明实践“领路人”。群众是文
明实践的主体，临沭县根据不同群
众特长，建立群众志愿服务队，让
群众各展所长、相互服务，最终形
成人人都当志愿者、人人都享受志
愿服务的生动局面。目前，全县各
级文明实践阵地组建了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队伍1000余支。

“群众需要什么，文明实践就

提供什么。”临沭县坚持以群众需
求为导向，围绕理论宣讲、法律宣
传、卫生健康、绿色环保、文化惠
民，通过志愿沂蒙点单系统开展
“线上点单-线下服务”，实现了
专业服务队与各村居需求的精准对
接。按照每月一个志愿服务主题，
实践站长亲自谋划和参与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从项目需要出发招募
青年、乡贤、专业人士等各类志愿
者，确保项目运作有对应的志愿服
务力量支撑，推动文明实践常态化
开展。临沭街道曙新村的“好邻里

幸福巷”建设、青云镇的农村孝
善“红黄榜”评选，曹庄镇大哨社
区的居民广场舞培训，这些特色志
愿项目于无声中培育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
新气象，为乡村文化振兴聚力。

近年来，昌邑市认真贯彻落实
上级关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部署要求，搭建“爱在潍水E志
愿”志愿服务管理平台、“爱昌
邑”App宣传展示平台，积极开展
红色志愿服务、文艺志愿服务、创
城志愿服务等活动，引导志愿服务
工作常态化、规范化、项目化运
行。截至目前，昌邑市共注册志愿
者8 . 58万人，志愿服务队794支。

一是红色志愿服务，奏响“红
色乐章”，弘扬正气。昌邑市成立
了1 3支“红色故事采访志愿服务
队”，开展红色史实资料征集活
动，深度挖掘10个镇街区690个村的
红色事件和人物事迹，累计采访整

理记录革命史实资料15万余字，视
频资料270小时，征集实物1200余
件；成立了5支“红色故事宣讲志
愿服务队”，在抗日殉国烈士祠、
革命烈士陵园、渤海走廊革命斗争
陈列馆、李福泽事迹陈列馆等42个
红色革命教育主题场馆和大陆村、
马渠村等30个红色村史馆开展志愿
义务讲解，现已接待省委宣传部、
省民政厅、省外办等市内外参观团
体2900多批次，受教育党员群众19

万人次；创新开展了“听老革命讲
那过去的故事”“为烈士寻家”
“无名烈士墓碑描红”等志愿服务
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聚新时代

干事创业的红色力量。
二是文艺志愿服务，奏响“文

化乐章”，沁润民心。在农村，常
态化开展“送戏下乡”“新时代文
明实践文艺巡演”等活动，丰富广
大农村群众文化生活；在城区，积
极开展“文艺进社区”志愿服务活
动，文艺志愿者将邻里和谐相处、
科学健康生活等文明理念融入小
品、相声、三句半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节目中，寓教于乐，传递文化。
去年以来，820余名文艺骨干深入群
众身边开展各类公益性演出600多
场，受益群众达7 . 4万余人。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组织开展了“我爱我
家随手拍”网络文艺志愿服务活

动，使基层百姓真正成为新时代文
明实践的参与者、记录者和传播
者，精选260余幅照片分10期予以刊
播展示，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中国文明网、中国文联、中国
文艺志愿者、“学习强国”山东学
习平台等官网、官微刊发转载活动
报道，逐渐成长为昌邑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特色品牌。

三是创城志愿服务，奏响“文
明乐章”，涵养文明。结合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网格化志愿
服务活动，将城区分为9个网格，71

个部门单位的4800余名志愿者主动
参与，在网格内开展卫生清理、文
明劝导、基础设施巡查等志愿服务

活动，排查整改问题660处。开展文
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动员112个文
明单位认领交通路口，安排志愿者
协助交警指挥交通，劝导行人、非
机动车遵章出行，引导机动车礼让
斑马线，不断改善城市公共交通秩
序，路口的“红马甲”已经成为昌
邑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开展“创
城宣传普及课”志愿服务活动，面
向市民群众大力宣传“文明创建应
知应会知识”“文明健康有你有
我”“公勺公筷”“一米线”等文
明礼仪，共发放宣传材料35万份，
提升创城工作知晓率、满意度，为
决战决胜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奠定坚
实基础。 (冯晓坤 张学健)

昌邑市奏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三乐章”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推进乡村
振兴的一场硬仗，改善人居环境，
建设整洁、生态的美丽宜居乡村事
关广大群众的期盼和愿望。

11月1日，滨州市滨城区杨柳雪
镇农村环境集中整治攻坚战打响
后，该镇党群携手奋力争先，全域
整治不留死角，迅速掀起了环境整
治的新高潮。整治过程中，支部引
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高位推
进，坚持动真格、下实功，让整治
见实效，让环境换新颜，进一步刷
新塑造洁净、文明、有序、和谐的
“棉区红旗”新形象。

党员冲到一线、群众积极参

与，坚决打好环境整治攻坚战

杨柳雪镇坚持把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
手，紧紧围绕《杨柳雪镇农村人居
环境集中整治攻坚实施方案》工
作要求，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作
为检验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重要
战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优势，
形成党委号召、支部带动、党员
响应、群众参与的工作模式。各
村参加整治攻坚党员佩戴袖标、

党徽，积极带动广大群众参与整治
攻坚。

各社区行政村广大党员积极响
应倡议，一个村党支部就是一个红
色堡垒，各村广大党员、预备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冲锋在前，积极
参与集中攻坚整治行动。他们带头
从自家门前环境清理开始，积极参
加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对村内主干
道、卫生死角等开展全方位清扫，
疏通沟渠，对村庄周边、道路两侧
的垃圾、杂草进行彻底清除，用实
际行动为村民作表率，通过示范带
动，进一步激发村民参与环境整治
的积极性。

逐村严格督导，问题彻底整

改，全力打造环境整治新亮点

集中整治过程中，坚持转变作
风、压实责任，区直帮包单位、镇
党政班子成员一线指导调度，靠前
指挥；包社区班子成员、社区书记
下沉一线，负总责；发动群众，包
村干部、村“两委”成员积极参
与，齐心合力展开攻坚行动。

包社区班子成员坚持对村内乱
堆乱放、垃圾死角、杂草柴堆、小
广告整治工作逐项进行督导检查，

确保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切
实做到责任落实到人、问题即知即
改，确保督导指导到位、整改整治
到位。同时，将人居环境整治与建
设美丽庭院、脱贫攻坚、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相结合，提升村容村
貌，规范垃圾治理、污水治理，打
造环境整治新亮点。

营造浓厚氛围、保持长效管

理，塑造刷新“棉区红旗”新形象

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建设美丽
宜居乡村，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一场攻坚战。为切实抓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有效突破问题
瓶颈，杨柳雪镇党委、政府开展好

自查自纠，找准自身存在的问题，
对所有行政村打分自测，排出等
次，奖罚分明。设立红黑榜，建立
随手拍“曝光台”，通过杨柳雪微
信公众号进行发布，形成人人参
与、人人监督的良好氛围，坚决打
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

通过建立街长制、实施“门
前三包”责任制及创建评选美丽
家庭等措施，该镇深入探索人居
环境长效保持机制，将村居环境
面貌改善与村民良好生活习惯养
成有机结合起来，激励广大村民由
“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进而
变成“推动者”和“维护者”，形
成人人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局
面，共同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党群携手奋力争先 全域整治整体提升
杨柳雪镇农村环境整治高位推进，提升“棉区红旗”新形象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吕晓滨 邢伟锋 王敬芳

梁山县拳铺镇拳铺村农民
李同明在县畜牧中心的帮扶
下，养殖小毛驴成较大规模，
形成养殖、加工、销售一条龙
模式，李同明的五香驴肉成为
当地的名牌拳头产品，礼品盒
驴肉销往全国各地，小毛驴养
成了致富大产业。

图为李同明饲养的小毛
驴。

(王瑞芹 摄)

小毛驴成了

致富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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