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2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钟雪凌 E-mai：ncdzzxl@163 .com

寒冬时节，济南市莱芜区鹏泉
街道官场村老年活动中心，室外天
寒地冻，室内温暖如春，20多个老
年村民正随着欢快的音乐起舞。
“每天下午收拾好家里，我们都来
这儿跳舞唱歌。”今年80岁的何新
花虽然是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但
话音清脆，面色红润，舞动起来身
体灵活，根本看不出是一位已至耄
耋之年的老人。

自从村里建起老年活动中心，
每天到这里“逛逛”已经成为不少
村民特别是村里老人们日常生活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到晚上，这儿
又会成为村中少儿学习传统文化的
讲堂。“我们村的小孩从三四岁就
会背诵论语、道德经等，文明实践
已进入了每个家庭。”今年68岁的
刘桂莲说。

在莱芜，像这样的村庄比比皆
是。为积极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飞入寻常百姓家”，近年来，一
项项具有莱芜特色的文明实践活动
竞相绽放：积分管理让志愿者参与
更有动力；“百姓春晚”引领乡村
文明新风；“大碗茶”引领文明实
践不断向深里走、向实里走……莱
芜文明实践的活动宛若春风化雨，
浸润着群众心灵，“莱宣讲”品牌
也正在嬴牟大地不断叫响。

传递一种声音：

让党的理论政策进家

“自列为全省、全国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区以来，莱芜
区创新方式、大胆实践，强力推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以
‘四个一’为核心的莱芜新时代文
明实践模式逐步从梦想走进现实，
引领着莱芜新时代文明实践快速发
展。”莱芜区委书记朱云生介绍。

近年来，莱芜区充分利用一线
大碗茶驿站、各类线上平台、广场
舞现场等，让宣讲进农村、进机
关、进社区，真正实现了人民群众
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现在，每逢莱芜区方下街道的
方下集和嘶马河集开集的日子，在
大集上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大碗茶驿
站，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都会为来
往匆匆的赶集的村民倒上一碗热
茶，让他们歇歇脚，陪他们聊聊
天。小小的大碗茶驿站也成为政策
宣传地、志愿服务地和资源共享
地。赶集的村民在喝茶聊天的同
时，也能了解到与自己生活息息相
关的国家优惠政策，防诈骗、健康
保健和环保等方面的知识。

“莱芜区创新成立新时代文明
宣讲团，破解了理论宣讲工作谁来
讲、讲什么、在哪讲的难题。”莱
芜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宁介
绍，新时代宣讲团成员由首创时的
42人扩充到现在的320余人，“区
镇村”三级宣讲架构，构建了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宣讲大网格，实
现了宣讲有队伍。同时，探索建立
“需求清单”机制，畅通微博、微信
等网络平台等订单渠道，涵盖理论
文化、普法知识、科技服务、创新创
业、医疗保健等多个方面内容，将党
的创新理论与群众所需巧妙对接，
实现“讲与学”相衔接，“送与需”相
匹配。据不完全统计，两年来，莱芜
区先后组织开展十九大精神主题宣
讲、各类百姓宣讲、乡村振兴报告
会、脱贫攻坚故事宣讲等2100余场
次，受益群众达60多万人。

王宁介绍，为让宣讲效能精
准，莱芜区还不断创新宣讲形式，
赢得理论宣讲的“满堂彩”。“情

景式”宣讲把室内课堂搬到室外现
场，增加宣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让理论宣讲更有力量、更有味道；
“文艺式”宣讲变“单一说教”为
“生动说唱”，让理论宣讲更加生
动鲜活、充满魅力。莱芜区打造的
百姓春晚活动品牌将宣讲变为一台
台百姓自导自演的舞台剧目，群众
们自拍视频做“网红”，掀起了参
与的高涨热情。“互动式”宣讲变
“台上一人讲，台下众人听”为
“我讲你问，我听你讲”的互动式
宣讲课堂，使群众加深对宣讲内容
的理解，引起共鸣。

抗疫期间，依托莱芜区融媒体
中心，先后制作宣讲微视频58个、
“莱芜战疫英雄谱”主题公众号文
章33期，联合区作协、美协、散文
学会、艺协、剧团等制作疫情防控
知识类、文艺类作品、线上演出累
计46期，形式新颖，类型多样，实
现了线上线下全面贯通，传统新兴
媒体有机融合，形成理论宣讲“集
群”效应，大量作品被转载，并在
“学习强国”多次刊登。

开设“莱芜大讲堂”，外聘专
家学者“请进来讲”，让外面的优
秀人士“赴莱”宣讲，借鉴学习外
来经验，实现本土宣讲员能力素质
大提升。同时，莱芜宣讲员“走出
去讲”，将莱芜的好经验、好做
法、好事迹传播出去；并深入挖
掘、选树一大批身边的先进人物和
典型事迹，让莱芜人讲莱芜人，身
边人学身边人。

善用一本档案：

让文明创建扎根

“村里实行积分制考核，每月
组织家庭档案评定小组对全村逐户
按规定评定得分，每户的积分与年
底村集体分红挂钩。”申陈村党支
部书记申立波介绍，家庭档案规范
了村民行为，谁都不愿落下，树起
了村民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

为引导广大群众讲文明树新
风，争做新时代的市民、农民，莱
芜区用建立档案的方式进行文明纪
实，用积分评定的方式进行管理，
用评选诚信户的方式推动建立长久
的文明之风。

申陈村为每户家庭制作了家庭
档案，上面详细记录个人基本信息
以及文明家庭行为规范，包括“环
卫一体化”“精神文明”“基本农
田宅基地保护”“集体财产保护”
等几大管理模块。

家庭档案让群众践行文明更加
主动。莱芜区口镇申陈村只是其中
的一个缩影。“家庭档案的建立，

实现了对村民政治上、经济上、荣
誉上三个方面的引导。”申立波
说。家庭成员升学、参军、入党政
审都要按家庭档案记录情况如实填
写；村里各种分红和荣誉评选，直
接与庭档案积分挂钩。曾经的基层
治理难题也迎刃而解。

“我们村的家庭档案都存在活
动中心的大屏上，输入身份证号，
就能查到这一家的道德积分情况，
好事积分，不好的事扣分，在上面
一目了然。过去找对象要找熟人打
听对方情况，真假难辨，现在只看
大屏就行了。”鹏泉街道官场村义
工团队负责人亓霞笑着说。

积分管理也让志愿者参与更有
动力。莱芜区口镇街道下水河村为
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成“咱老
百姓的服务站”，引导村级文明实
践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为群众提
供高质量的服务，对各类文明实践
志愿者按照服务时长进行积分，志
愿者可根据积分兑换大米、食用
油、香肠等实物。为让管理更加灵
活，让文明更深入人心，还规定了
加减分制。“在积极参与村内移风
易俗、环境保护、文明创建活动
时，积分翻倍；在村级‘孝老日’
即每月的9号、19号、29号，主动
开展孝老敬老活动的，积分翻倍；
对违反社会公德、触犯法律的，积
分一律清零，并取消一切村级福利
待遇。”下水河村党支部书记郑传
尧介绍。积分管理，改变了以往在
组织志愿服务活动时积极性不高、
流于形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
现象，大大激发了志愿者热情，加
强了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促进
了人人践行文明的局面。

文明诚信户让诚信文明之风更
具生命力。今年，莱芜区和山东农
商银行莱芜支行联合发起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乡村振兴·文明诚信
户”的创建评选工程，实行“以文
明诚信户创评为基础、以普惠+精
准金融服务为目标”的整村（社
区）授信支农新模式，让有德者更
有得，发挥了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作用，户户争做文明诚信户，村
村争做文明诚信村，营造了良好的
社会信用环境，培育了良好的乡风
文明。

打造一台“百姓春晚”：

将“吃喝过年”变成文明过节

过去的春节，村民多是以喝
酒、打牌、上网等方式过年。近年
来，莱芜区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
推出了“百姓春晚”这一活动。

“今年，我们村还要办春晚，

这已成为村庄的一种文化传承。”
虽然距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莱芜
区高庄街道北王庄村党支部书记谷
国明就开始琢磨村里的春节晚会
了。北王庄村只有552人，但现在
在校的大学生就有8人，谷国明想
把他们都请回来一起参加春晚，让
村里的孩子学有榜样。

在莱芜，很多村像北王庄村一
样，都在着手准备村庄春晚的事
情。现在，莱芜区“百姓春晚”已
成为当地文明实践的一个样板，近
日还在中国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文
艺志愿服务项目扩大试点工作培训
会上进行了现场典型经验交流，并
成为被推荐参考的典型范例。

这儿的春晚不同于传统的春
晚，是因为莱芜区“百姓春晚”将
传统的“欢聚一堂”变成了“文明
实践流动讲堂”。在“百姓春晚”
的舞台上，各村村“两委”都要举
行年终总结会议、文明家庭、好婆
婆好媳妇、脱贫攻坚带头人等评选
表彰活动，慰问老党员、军烈属、
贫困户，以增强评选慰问活动的仪
式感和荣誉感。“同时，将移风易
俗、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内容，
用小品、歌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予以呈现，让村民更易接受和理
解党的政策，使新思想‘润物细无
声’。”谷国明说。

莱芜的“百姓春晚”还将过去的
“观众看客”变成了“舞台主角”。在
莱芜农村举办的百姓春晚活动不限
规模、不拘形式、不设门槛，把以往
的“送文艺演出下乡”变成了“百姓
自己上舞台”，打破了以往“送戏下
乡”，群众“看戏”的模式。

“节目不用愁，村里有文艺演
出团队，上级还会派来专家进行指
导。”大王庄镇大下河村党支部书
记赵茂忠对今年的村庄春晚已胸有
成竹。赵茂忠说，区镇会根据各村
情况，精选艺术指导老师，分片包
干、上门服务，从活动开展、节目
彩排等各个方面对村级文艺骨干进
行指导，给村里留下“不走的歌
手”“不走的老师”，给群众留下
“文艺的种子”，夯实了“百姓春
晚”的载体基础和群众基础。

“百姓春晚”还将“吃喝过
年”变成了“文明过节”。当地以
全国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
区为契机，把百姓春晚活动作为
“六传六树”的创新突破点。“春
晚会把移风易俗、《村规民约》宣
传、‘学习强国’平台推广、‘禁
放鞭炮、环保过年’倡议等融入其
中，用优秀的传统文化、积极向上
的先进文化、健康的生活方式去引

领乡村文明新风。”赵茂忠说。

端出一杯热茶：

让文明实践项目落地暖心

形式多样，喜闻乐见，中心下
移，莱芜区通过不断创新，推出一
系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志愿服
务项目品牌，并落地扎根，暖了百
姓的心。

大碗茶文明实践驿站在免费提
供茶水的基础上，配备有手机加油
站、电动车充电桩、急救药箱、日
常维修设备，免费供群众使用；内
设休闲桌椅，备有图书、电视、棋
牌、跳绳等文化娱乐设施，吸引群
众“走进来”，发挥阵地作用，构
建群众心中的“便民服务驿站”。
这样的便民服务驿站在用热茶暖心
的同时，还不定期地举办各类社
科 普 及 和 文 明 宣 讲 。 每 月 逢
“五、十”开展科技、卫生、教
育、文化各类志愿服活动，设立
党员志愿服务户、青年志愿服务
门店等引导周围商户、集市商
户、村居群众自觉参与到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中来，构建“文
明实践一条街、一个集”，以点
带面，以文化人。

前两天羊里开集的时候，在大
碗茶驿站服务过程中，参与文明实
践活动的志愿者从赶集的村民口中
了解到羊里镇东魏庄村的五保户魏
传继老人生活困难，便在活动结束
后，来到老人的家中，为老人清扫
庭院、更换电灯泡、浇地喂羊，还
一步一步地教给老人使用手机。魏
传继说：“咱这些党员干部都很
好，知道俺老了行动不便，就来帮
着我们干活，切切实实解决了我们
生活上的难题。”

如何让基层自治组织的志愿服
务团体更好地参与文明实践活动？
莱芜区和庄镇张家台村的“生活
帮”——— 邻里互助新模式则让这一
问题迎刃而解。张家台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依托由村“两委”成
员和爱心人士组成的张家台村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创建“生活
帮”服务站，按照“就近、就
亲、方便”的原则，实行包户到
人的制度，由志愿者和被帮扶人
结成“1+1”帮扶对子，即1个志
愿者帮扶1个困难家庭。“志愿服
务队按照帮包分工，每天送2瓶开
水，每周打扫2次卫生、做3次饭，
每月洗3次衣服、洗2次澡、理1次
发，得到了全村人的高度评价和好
评，也使村内25名行动不便的独居
群众解决了基本生活难题。”村党
支部书记王海荣说。

文明花开别样红
——— 济南市莱芜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侧记

农村大众报记者 石鹏志 通讯员 蒋方哲 李晓欣

“观众看客”变“舞台主角”，去年羊里镇城子县村举行百姓春晚的现场，人头攒动，场面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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