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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幸福底色，更是

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

　　实践阵地联通城镇乡村、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跃大街小巷、文明新风吹遍田间

地头……今年以来，即墨区立足“用足、用

好、用活”三用六字决，配套落实“围绕中

心、贴近民意、赋能致富、铸造民魂”四个

方面措施十六字工作方针，坚持全域推

进、全面深化、全民实践，从夯实基础向提

档升级转变，从外聚人气向内聚人心迈

进，让新时代文明实践热在基层、强在基

层，有力推动市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

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提升。

　　多方共建，实践阵地提档延伸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

哪里。

　　即墨区不断整合全域资源，在实现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五有”标准全

覆盖的基础上，整合博物馆、图书馆、青年

之家、妇儿中心、即墨古城等区级阵地资

源，整合盘活党群服务中心、文化服务中

心、农家书屋等基层阵地资源，每个村庄

建有各具特色的文明实践家庭站，构建起

了“区、镇(街)、村(社区)三级贯通，中心、所

(站)、基地、工作室密切联动”的文明实践

“大矩阵”，推动文明实践力量下沉，让新

时代文明之风飘进千家万户。

　　前不久，青岛技师学院的学生走进

大信街道向阳红生态旅游采摘观光专业

合作社。期间，合作社负责人刘智讲述

了“非本土”水果的特点，回答了学生们

关于种植大棚设计方面的提问。

　　即墨区探索建立“中心吹哨、部门动

员、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推进文明实

践向高校、企业延伸。

　　加强与青岛技师学院等驻即高校合

作，通过扩大红色文化、本土资源、特色IP

三大“原生”优势影响力及技能“四送”培

育能工巧匠，走出一条校地携手、辐射提

升学生素养及幸福感的“即墨路径”。

　　用好袁家屯党支部旧址，创新构建“1

+1+N”志愿宣讲矩阵(即1名老党员、1名学

龄前儿童、N名青年志愿者)，开展红色经

典宣讲“传帮带”系列活动57次，协助域内

学校培育红色宣讲员130名；依托农耕特

色资源，开放特色果蔬大棚，同步探索家

园、校园、田园“三园一体”育人模式；邀

请以古琴、酱豆为代表的非遗传承人进

行非遗技艺讲解培训，协助学校探索非

遗“订单式”培养方式；立足技工院校办

学资源优势，探索“送服务”“送课程”“送

爱心”“送人才”技能四送服务模式，开展

送服务进社区、进农村、进军营、进实践

所(站)活动200余次，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80多件，直接受益人数6500余人……

　　在青岛百联奥特莱斯广场、蓝村街道

工业园区建立4处文明实践流动站，一对

一服务企业发展，实现辐射半径1公里内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全覆盖，优化营商环

境的同时，实现文明实践向企业延伸。

　　多元共享，赋能铸魂服务群众

　　“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肯奋斗，人

生可以改变，命运可以改变！”这是即墨

区蓝村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宣讲员张

淑宝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张淑宝是青岛东一胶带有限公司工

人，16岁外出打工，历经11年考取山东大

学等三所大学四个学历文凭，两个学士

学位，两本高中教师资格证等12本证书，

被称为“励志哥”，成为新时代不懈奋斗

追求梦想的工人典型。从培育文明实践

宣讲员入手，蓝村街道打造张淑宝宣讲

名师工作室，定期在工作室开展宣讲员

培训，培育壮大街道文明实践宣讲员

队伍。

　　即墨区将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与乡村

文化振兴打通，让百姓在参与文明实践

活动的过程中乐享生活、收获新知，转变

生活理念和方式，实现自我提升，形成新

时代文明风范。

　　日前，在龙泉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全新打造的助农共享直播间，轮值主

播满贡村党委书记刘永龙带来一场直播

带货。作为即墨区重点打造的文明实践

展示区，龙泉街道莲花田园片区依托良

好的生态资源禀赋，发挥片区内文旅、农

旅、智慧养老等阵地、家室、人才资源优

势，打造文明实践助农共享直播间，邀请

辖区网红党支部书记和网红达人进驻，

以“一件农产、多人推介、多个平台”的矩

阵直播形式，帮助老百姓在家门口销售

农副产品，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

富裕。

　　即墨区在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通过“即宣即讲”“北安青年说”

“乡间大课堂”等开展理论宣讲活动，让

群众听得懂、坐得住，在春风化雨中感受

到新思想的魅力，增进对党和国家的

感情。

　　多点共创，文化社区有声有色

　　社区作为城市居民生活的基本单

元，其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即墨聚

焦社区这一基本单元，依托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阵地，选取试点社区，统筹推

进思想道德建设、文化传承发展、文化

文明创建，打造文化社区共同体，不断

增 强 人 民 群 众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感。

　　通济街道即发阳光城社区聚焦“红

色文化”，通过“红色驿家”“红色业委会”

等凝聚红色力量，党员志愿者积极参与

社区活动引领居民自治。37名爱心楼长

更是社区文化文明的有力践行者。前不

久，社区的文艺汇演，从人员招募、节目

筛选排练到现场布置、主持、表演，都由

他们负责。广泛发动社会组织成员、党

员中心户、社区妇女骨干积极参与，是

“ 社 区 搭 台 ，居 民 唱 戏 ”的 一 次 成 功

实践。

　　“姐妹们，今晚6点半，社区三楼活动

室有培训，不见不散。”社区群里，张女

士招呼着自己的广场舞伴前去参加培

训。北安街道新惠社区是新建社区，居

民结构复杂，为提高新老居民融合度，社

区以满足居民文化需求为切入点，通过

日常走访收集问题，依托“同心发展农工

行——— 舞动健康新生活”“老孙说事”等

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培育新惠艺术团、惠

大姐等群众性社团组织，开展专家义诊、

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等活动，使广大新

老居民逐步走出家门、交流互动、融入社

区，激发“家园意识”。

　　即墨区将探索特色文化社区建设作

为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坚持设施载体

建设与人文内涵挖掘打造同步实施，科

学规划、合理布局、整合资源，按照“一社

一特色 一社一品牌”的标准要求，聚力

打造特色载体，不断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提档升级———

　　按照“4567”创建路径，建设“四融”综

合体，实现阵地、队伍、活动、资源融合；

　　抓好“五美”环境，打造优美社区、秀

美街巷、景美楼院，培育和美家庭、德美

居民；

　　突出“六个一”引领，确定一幅发展

蓝图、一个文化品牌，一套标识系统、一

条文化街，一套治理体系，一个好的生活

方式；

　　深化“七大”活动，突出党的创新理

论宣传宣讲、倡树美德健康新生活、基层

精神文明创建、全环境立德树人、“五为”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和谐邻里建设、活跃

群众文化生活，不断推动社区治理模式

向文化驱动转型。

　　多维共树，美德新风沁入人心

　　“剧本大家都看了吧，这期是关于文

明养犬的主题……”作为《我来说法》栏

目的编剧、导演，吴瑞芹简单介绍了剧

情。“就这么个事，大家准备准备，来，3、

2、1，开拍！”

　　即墨区将移风易俗融入美德健康生

活方式倡树，创新开设《我来说法》栏目，

拍摄制作节目90期，通过居民自拍、自导、

自演的方式，以身边人讲身边事，搭配法

律解释，助力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

方式。

　　同时，强化美德教育引导，推选身边

好人、道德模范、好婆婆好媳妇、优秀志

愿者等，组建美德健康宣讲生活方式志

愿服务队；用好《如此生活》辅导书，通过

开发文创产品、普及公益广告及读书分

享会、座谈会等形式，教育引导农民群众

自觉抵制不良风气、抵制陈规陋习、自觉

践行文明婚丧新风尚。

　　即墨区还高度重视“我们的节日”

品牌塑造，从顶层设计、典型培育、融入

日常三方面入手，持续推出与传统节日

相关的系列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加快推

动移风易俗；推广倡树新式礼仪，深化

新时代结婚礼堂建设，打造“古礼新韵

爱在即墨”集体婚礼品牌。期间，举办

青岛市“古礼新韵 共享良缘”新时代

文明实践集体婚礼等3场集体婚礼，32

对新人以实际行动倡导婚事新办、践行

文明新风。

  图为村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热

情起舞。

(杜梅)

实践阵地联通城镇乡村、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跃大街小巷、文明新风吹遍田间地头———

倡树文明新风 擦亮即墨幸福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