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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延伸讲好文明实践故事

“实践汇”突出实践导向、问题导

向、效果导向。 立足于新时代文明实

践干什么、怎么干、怎样干得好，注重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法和案例相印

证，努力实现理论引领性、实践指导

性和方法示范性相统一。特别着力于

解决具体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困惑和

问题，抓住关键环节，深入剖析、靶向

施策。

特别是，汇聚起新时代文明实践

新理论、新实践、新思考、新方案，搭

建专家与群众互动、 理论与实践共

融、学理与事理贯通的文明实践课堂

平台， 讲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故事。

区领导先后带队赴 13 个街镇开展两

轮全覆盖调研，提取热点亮点，挖掘

出 72 个接地气、有活力、受欢迎的文

明实践案例。 从中反复研磨、精心提

炼出强化理论宣传、设计文明实践项

目、有效整合资源、助推社会治理、提

升群众参与度、建设志愿服务队伍等

6 大基层关心的议题，深度梳理出 25

个“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特色

案例，让课堂内容可感可知可及。

每期课堂根据不同主题及实践

案例，设置案例分享、微论坛、专家主

旨发言等环节，形成思想交锋、碰撞

火花。 基层一线的干部群众、志愿服

务团队等用情景剧、独立演讲等通俗

易懂的语言和方式方法来讲身边事，

让文明实践更具感染力和影响力。

同时，扑下身子抓落实，筑好徐

汇文明实践的“蓄水池”，致力于向基

层推广各具特色、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让文明实践的内涵既接“天线”又

接“地气”，扩大示范辐射效应，让文明

实践真正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全员参与探索实践创新路径

“实践汇”努力探索文明实践助

推社会治理的建设路径，发挥好文明

实践组织动员、 宣传教育群众的优

势，积极打通宣传、教育、引领、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凝聚多元主体，

着力促进自治共治， 推动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比如积极挖掘居民参与电梯加

装、城市微更新等公共事务的基层案

例，带动全区居民在自治共治上充分

讨论、表达需求、共同决策。

全周期打造有显示度的软实力

首先， 积极倡导以精神的力量、

文化的力量、情感的力量，动员人人

起而行之，营造“人人都是精彩故事

传播者”的良好氛围。

其次，培育共同体精神。

再次，强化文明引导力。

传播新思想 弘扬新风尚 探索新路径

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声”入人心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推出“新

思汇———群众身边的理论大课堂”，

着力打造理论具体可感、群众愿意倾

听、 资源开放共享的宣传教育课堂，

助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

今年第二季面向青年群体， 紧扣党史

学习教育主线，强化时代特征、徐汇特

色和青年元素， 用生动语言阐释党的

理论，通过青年群体感召青年群体，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走近青年。 把理论研

究融入时代发展，推动青年群体、广大

人民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如何设计特色鲜明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项目

“实践汇”围绕加强文明实践项

目设计，紧扣针对性和实效性，以品

牌项目汇聚力量、凝聚群众，把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成学习传播科学

理论的大众平台，加强基层思想政治

工作的坚强阵地， 培养时代新人、弘

扬时代新风的精神家园，开展中国特

色志愿服务的广阔舞台。

比如， 龙华烈士陵园新时代文明

实践基地，打造实践品牌项目：初心之

地“龙传人”。 面对 1.3 公里的讲解路

线、1.2 万字的讲解内容、257 位英烈

和英模人物， 龙华烈士陵园新时代文

明实践基地牢记使命之重，责任之大，

近三年来筹建了一支 1063人的“龙传

人”志愿服务队，将“初心之地”的志愿

者们塑造成为红色文化的传播者。 通

过开展文明实践主题活动， 汇聚龙传

人的志愿力量， 演绎令人动容的红色

情景剧，坚持让核心价值凝心聚魂，使

爱国主义教育更具感染力和号召力。

新时代文明实践各级阵地如何有效

整合资源

“实践汇”探讨各级阵地如何挖

掘、激活、撬动区域资源，打通理论宣

讲、社会治理、教育服务、文化服务、

科技与科普服务、健身体育服务等各

类平台资源，形成统筹推进文明实践

工作的整体合力，推动基层宣传思想

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更富活力、

更有成效、更可持续。

比如， 徐汇滨江文明示范带，以

22 个“水岸汇”串起人民城市的文明

水岸。 围绕“水岸汇，惠你我，共享卓

越西岸新生活”服务理念，结合滨江

文明示范带建设，徐汇滨江在 8.4 公

里岸线共设置云建筑站、 格楼站等

22 处水岸汇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把

最好的滨水资源留给人民。

新时代文明实践如何助推社会治理

“实践汇”围绕“五个人人”的努

力方向，探讨如何用好“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这一创新载体，在推动基

层自治、共治、德治、法治、智治融合

发展中，不断扩大新时代文明实践的

引导力和影响力。

距离徐家汇中心建设工地步行

不到 5 分钟，多年来隐藏着一片城市

“低洼地”———徐家汇街道辖区内的

老旧小区乐山新村。在“片区一体化”

治理模式下，乐山新村联合 5 个居民

区、职能部门、物业公司党组织成立

“综合治理临时党支部”，组建“乐街

坊党建 666”“幸福乐加梯” 等 49 支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开展入

户大走访、打造特色公共空间、搭建

协商共治平台，有序推进各项为民实

事项目，优化整体公共环境。

如何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群

众参与度

“实践汇”始终坚持群众的主体

地位，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群众既

是文明实践服务的接受者，也必须是

文明实践活动的参与者。 在课堂上，

探讨通过加强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

有效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群众

参与度的方法路径。

比如，长桥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分中心推出“清和星期二”，打造一个

流动的文明实践市集。文明实践市集

从群众的需求呼唤中“因需而生”

“因约而成”。 众多“热血老年”和“阳

光青年”的身影陆续出现在社区中。

如何建设富有活力的志愿服务队伍

“实践汇”重点探讨解决志愿者

队伍从哪里来、来了做什么、怎样做

得好的问题，推动志愿服务在城市社

区基层蓬勃开展，确保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有效运行。

比如， 天平街道拿出最好的资

源服务居民，不断升级改造 66 梧桐

院·邻里汇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聚焦

区域资源精细化配置， 关照居民生

活方方面面，将养老、育幼等便民服

务及展览、演出、讲座等高品质文化

供给讯息收录进每月一张的“生活

菜单”，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美好

生活体验。

（转摘自文汇报）

“实践汇”，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课堂

徐汇:加码软实力汇聚发展力

中心城区徐汇区，有着丰厚历史文脉，紧贴时代发展脉搏。今年是建党百年，也是“十四五”规划新起点，徐汇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

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实践中紧扣“人人都是软实力”“人人展示软实力”，积极推动文明实践与社

会治理双向赋能、双向提升，依托区域化党建资源，创新推出“实践汇———新时代文明实践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