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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明实践工
作， 力求把文明实践中心变成志愿服务
组织的孵化基地。

近年来， 我市进一步健全注册登记
制度， 研发运行周口市志愿服务信息管
理系统， 不断强化志愿服务平台日常管
理工作机制，组建各县（市、区）志愿服务
总队，落实中心“10+N”、实践所“5+2”、
实践站≥5 支志愿服务队的工作机制 ，
组织各级文明单位、 各类公益组织和广
大爱心人士进行登记注册，截至目前，全
市依法成立各类志愿者协会 127 个，注

册志愿服务组织 3753 余支，招募志愿者
87.2 万余人。

进一步健全培训管理制度 ， 按照
“群众点单 、中心派单 、组织认单 、政府
买单 、群众评单 ”的 “你点我供 ”志愿服
务运行模式，依托省、市、县志愿服务培
训基地和“志愿河南”APP 平台，建立线
上、 线下志愿者常态化培训工作机制，
持续提升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水平，先后
开展县、乡线上线下培训交流活动 4600
余次，累计培训志愿者 20 余万人次。 进
一步健全褒奖激励制度 ，印发 《周口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褒奖激励机

制》，在教育服务、就业创业、文化生活、
评先评优等 10 个方面给予表彰奖励 、
资金支持。

每年组织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开展文明实践站（所）示范点和“四个
优秀”、最美志愿者评选表彰活动，累计
评选出文明实践站（所）示范点 120 个、
志愿服务“四个优秀”1760 多个，周末公
益剧场、 关爱抗战老兵、“黄寨大嫂”等
100 多个品牌项目成为引领社会文明进
步的风向标。 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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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提档升
级，离不开一套稳定有力的运行机制。

近年来 ，我市坚持高位推动 ，持续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运行机制上下功夫，
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有效路径和模

式，激发文明实践内生动力。 进一步健
全组织机构 ，坚持党委主导 ，把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放在全市发展大局中谋

划和推动，市委多次研究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工作，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强力组织实施。 牢
牢压实县 、乡 、村 （社区 ）三级党组织的

主体责任，明确县、乡、村三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组织体系建设，成立均由党组织
一把手负总责、各相关成员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为成员的组织架构，着力构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 、站组织保障体
系；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先后印发《高
质量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

作方案 》，建立健全市 、县 、乡 、村四级
工作体系 ，县 （市 、区 ）、乡镇 (街道 )、行
政村 （社区） 三级书记带头推动落实。
制定《周口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考核办法》，定期进行督查指导，确保各

级管理运营好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平台，
确保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项目化、常态
化、品牌化开展。

按照县 （市 、区 ）、乡镇 (街道 )、行政
村 (社区 )分别建设 “实践中心 、实践所 、
实践站”三级体系架构，把文明实践“触
角 ” 延伸到各个基层角落……截至目
前， 全市建成 10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206 个文明实践所、5046 个文明实践
站、1286 个文明实践点、267 个文明实践
广场，文明实践阵地在全市城乡实现了
全覆盖、广延伸。

机制升级强动力

������在实现所有县 （市 、区 ）、乡镇 （街
道）、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全覆盖的基础上， 我市还以解决群众
实际困难为着力点， 坚持整合和共建融
合， 着力在夯实基层、 打牢基础上下功
夫，真正让资源活起来、设施用起来、人
气聚起来。

整合场地平台 。 按照就近就便原
则 ，因地制宜将乡镇文化站 、乡村学校

少年宫、农家书屋、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景区景点等整合贯通 ， 并有效利用企
业 、小区 、旧民居 、老祠堂等社会资源 ，
搭建起一个个理论宣讲、 教育服务、文
化文艺、科技科普和爱心帮扶等文明实
践活动平台。

调动各方人才。 发动老干部、 老战
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离退休人
员，引导他们参与理论宣讲、社区服务、

文艺演出等志愿服务活动， 不断增强文
明实践活动的凝聚力； 开展文明单位与
新时代文明所、站结对帮扶活动，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为基层服务，帮群众解难。
推动联创共建。 注重文明实践中心、

融媒体中心融合发展， 资源信息实时共
享，阵地、队伍、活动全方位融合，实现线
上线下相互促进，相互融合。

阵地升级激活力

������志愿服务是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的
重要内容 ， 也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
要形式 。 我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提档
升级过程中 ，始终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
在群众最关注的切身利益上做好服

务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 、群众喜闻乐见
的宣讲宣传 、 文艺文化等活动 ， 通过
“讲 ”“评 ”“帮 ”“乐 ”“倡 ”等多种形式 ，
把一道道精神文化大餐送到群众家门

口 ，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种子 “种 ”入
乡村大地 ，“栽 ”进群众心窝 。

“讲”就是广泛动员党员干部、专家
学者、医务工作者、道德模范、优秀志愿
者等知名人士，组建宣讲团队，利用“清
明”“五一”“七一”“十一” 等时间节点走
进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通过集中示范

宣讲、基层宣讲、展览展示、阅读共读、诗
歌朗诵等形式， 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宣传

以及党史、国史、文化宣讲活动。
“评” 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六进”和深化“五大创建”为着力点，以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最美家庭”“星
级文明户”评选为载体，深入推进典型引
领行动，组织开展“周口好人”“道德文明
使者”“新时代好少年”和“乡村光荣榜”
评选活动，催生出王国辉、陈国厂等一大
批叫响河南、感动全国的模范人物。

“帮”就是利用乡村振兴、疫情防控
“小网格、大走访、全覆盖”工作机制，组
织驻村工作队、 志愿服务队等开展结对
帮扶、社区排查等工作，宣传党的政策，

排查矛盾纠纷，帮助困难群众，提高群众
满意度 ；以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为重
点，引导群众常态化开展邻里互助活动，
推动形成邻里互助、守望相助、患难相恤
的社会风尚。

“乐”就是充分利用乡村文化广场，开
展“快乐星期天”“送戏下乡”、喜迎党的二
十大等文化活动，将乡村振兴、疫情防控、
平安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移风易俗等内容
编排成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把党的新时
代创新理论融入其中，传播文明新风尚。

“倡”就是结合传统节日、红白事等，
有计划地举办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引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
孝老爱亲等文明新风， 把文明生活方式
和健康理念传入村村组组、家家户户。

服务升级塑引力

保障升级见实效

������实践阵地联通城乡，文明实践浸润人心，志愿服务蔚然成风，崇德向善普惠三川，文明新风劲吹港
城……近年来，我市紧扣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要求，坚持以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
化俗为目标，紧紧围绕群众需求，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盘活各类资源，筑牢县、乡、村（社区）三级平台建设，
抓实志愿者主体力量，拓展志愿服务基本形式，创新探索工作新思路，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
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新思想、新文化、新理念“飞入寻常百姓家”，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成为乡
风文明的最强“助推器”，新时代文明实践场所成为“传播思想、实践文明、成就梦想”的百姓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