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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资源 建强实践阵地

“今天古戏台有表演，我们快去吧。”1 月 18 日上午，

赣县区南塘镇清溪村村民刘秀琴拉着朋友往村里的古戏

台走。“竹板一打呱呱响，乡亲听我细来讲，移风易俗树新

风，喜事简办新风尚……”“这个节目新鲜好看。”“快板调

子好听又好记，老人小孩都记得住。”古戏台前，刘秀琴和

村民们看得津津有味。

“近年来，送戏下乡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民间艺术团

和一些村民在村里的老戏台上表演，老戏台渐渐变成新

时代文明实践大舞台和传播文明新风的新阵地。”清溪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员王春和说。

古戏台变身新时代文明实践舞台，老旧小区闲置边

角地块变身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古韵浓郁的祠堂变身

村史馆、家风家训馆……赣州市推动文明实践融入红色

名村、红色景区、美丽乡村建设，解决文明实践“在哪做”

的问题。

——于都县积极探索文明实践站建设与红色资源活

化利用的新路径，通过盘活“红色家底”，推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建设与县域 23个乡镇 120余处革命旧址、1700余条

红色标语等红色资源开发融合互促，将红色资源搬进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扩展文明实践点，展现红色历史、引领文明

新风，打造了禾丰镇大湾村、宽田乡上堡村、车溪乡坝脑

村、黄麟乡井塘村等162个群众身边的“红色课堂”。

——瑞金市在阵地资源整合过程中，结合红色名村

建设凸显红色元素，将实践站打造成传承红色基因、坚定

理想信念的坚强阵地。同时，该市利用旧村部、旧仓库、

闲置学校、祠堂等资源，与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

全面融合，建成市级实践中心 1 个、乡镇实践所 18 个、村

（社区）实践站 240个、“孝老食堂”66个、村史馆 15个。

…………

据了解，赣州市于 2022 年 6 月提前半年实现县、乡、

村三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全覆盖建设目标，建

成县（市、区）实践中心 20 个、乡镇（街道）实践所 311 个、

村（社区）实践站 4008 个，同时在学校、工业园区、旅游景

区、文明单位、城市书屋、红色教育场馆等建成实践点

1157个。

调动各地争先创优积极性，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文明

实践。赣州市从 2019 年起，在我省率先开展实践中心

（所、站）星级评估，制定星级评估细则，实行市县分级评

估和动态管理。近年来，市级评定三星至五星级实践中

心（所、站）1241 个，下拨活动奖补资金 9300 余万元。在

2022 年省星级阵地创评中，赣州市获评总数和占比均位

列全省第一，其中寻乌县、于都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获

评省五星级（全省仅 6 个）。2023 年，赣州市将原有的“点

位星级评估”拓展为“矩阵评估”，采取 1 个中心带动 N 个

所 N 个站的“1+N+N”矩阵评估模式，市级评定示范、达

标阵地 759 个，下拨活动奖补资金 2270 万元，推动全市阵

地建设实现由点到面建设水平新飞跃。

精准服务 架起连心桥梁

文明实践是一项长期性、战略性的基础工程，要使实

践活动有生命，必须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把群众作为文明实践的主体，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更

好凝聚群众，服务群众日常生活。

义诊、理发、演出……1 月 16 日，在章贡区赣江街道

荷包塘社区广场，一场“冬日送健康，义诊暖人心”文明集

市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举行，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就在家

门口举办，这类活动让我们老年人既舒心又暖心。”今年

65岁的肖利荣乐呵呵地说。

让文明实践融入群众生活、走进群众心坎。近年来，

章贡区根据辖区群众喜爱逛集市、喜见烟火气的特点，统

筹整合资源，探索将每月的 5 日、15 日、25 日设为所（站）

“文明集市”日，在群众乐于聚集、便于聚集的场所开办“文

明集市”，依托多样化、分众化、常态化的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活动，推动文明实践更有温度、更聚人气、更接地气。

章贡区启动“文明集市”活动以来，已在全区 158 个

所（站）开展活动 3000 余场，有效架起了服务群众的连

心桥。

坚持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就送到哪

里。赣州市通过乡间夜话、屋场会、

采 茶 戏 、“ 大 喇 叭 ”等 方

式，聚焦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宣传群众最想听的内容，提

供群众最需要的服务，解决群众最闹心的难题。

“树新风，改陋习，大吃大喝风俗坏，铺张浪费把人

害……”在赣州经开区黄金岭街道金岭路社区主题宣讲

活动现场，“好人宣讲团”成员刘成林用快板的形式，把文

明新风送到群众心坎里。

这得益于赣州经开区发挥“红动巾帼 理响万家”“好

人宣讲团”“萤火虫公益课堂”等特色宣讲队伍优势。赣

州经开区广泛组织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优秀志愿者等先

进典型，深入开展“六进”宣讲活动，让生动鲜活的宣讲如

静水深流，浸润百姓心田。

不仅如此，在赣南，一大批备受群众欢迎的宣讲队

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寻乌县组织“强国之声”“理响

寻 乌 ”等 10 余 支 基 层 理 论 宣 讲 队 伍 ，采 用 快 板 、说 唱 、

三句半、寻乌山歌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送文化、送

政策、送知识，以“文艺+宣讲”形式让老百姓愿意听、听

得懂；上犹县创新组建“小板凳”宣讲队，以小规模、互动

式的交流方式，把“大道理”翻译成“乡土话”，把“大主

题”转化为“小故事”，让宣讲深入人心；龙南市充分利用

围屋、古村落、古祠堂等场所，创新“五微”宣讲模式，开

展“围屋之声”理论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

姓家”……

为确保志愿服务精准有效，赣州市还依托江西省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点单系统，实行项目化、清单化管

理，开展理论宣讲、文艺演出等活动，深受群众好评。

移风易俗 文明花开遍地

走进兴国县长冈乡塘石村积分超市，各种货物琳琅

满目，村民们在货架前精心挑选。“有了文明幸福卡，参加

志愿服务就能攒积分，还能兑换商品呢。”村民邓海秀笑

着告诉记者。

文明幸福卡接地气、暖人心，群众喜欢、家家受益。

为动员和激励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汇聚乡村全面振兴合力，兴国县探索实施文明幸福卡家

庭积分制，通过设立正向激励和反向惩罚积分项目，让文

明新风劲吹万家。

“我们在推进文明实践过程中，积极实施‘南康美 e
分’积分制，探索积分动态管理、积分精准运用等方式，激

发乡村治理大效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南康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主任宗家财说。

深化文明实践，培育文明乡风。近年来，赣州市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为重要抓手，运用多种载体和形

式，宣传移风易俗，普及文明礼仪规范，引导群众大力践

行文明风尚，自觉抵制陈规陋习。

夜幕降临，于都县利村乡渭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广场上，歌声阵阵，舞姿翩翩，该乡文明实践员杨婷正带

领文化志愿服务队 10 多名妇女，忙着排练歌舞节目，一

派其乐融融景象。

“以前闲了没事干，打麻将的、闹矛盾的很多。现在

村里活动多了，风气更好了，感觉心里更敞亮了。”村民刘

小年快人快语。

乡村要振兴，乡风需文明。于都县把推进移风易俗

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将限制高价彩

礼、大操大办等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在全县范围内

大力推广文明积分、道德超市、“红黑榜”等做法，对文明

行为给予相应奖励；指导全县 357 个村（居）建立红白理

事会、村民议事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修订村规民约，让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尊老爱幼、邻里互助的文明乡风遍

地开花。

在赣南，通过深化文明实践、丰富活动内涵，激发群

众参与基层治理、不断培育文明新风尚的案例俯拾皆是。

“一拜，比翼双飞事业添喜。二拜，早生贵子幸福康

泰……”近日，在赣县区客家文化城，一场充满浓郁客家

韵味的婚礼在这里进行，“文明嫁娶”“抵制婚闹”“低价彩

礼”“不讲排场”等文明新风贯穿婚礼各个流程。

赣 县 区 深 挖 客 家 文 化 内 涵 ，创 新 打 造 一 顶 花 轿 、

一 声 唢 呐 、一 壶 米 酒 、一 套 简 餐 、一 堂 缔 约 的“ 五 个

一 ”婚 礼 形 式 ，按 照 客 家 传 统 婚 礼 习 俗 在 客 家 宗 祠 举

办婚宴 ，打造以客家婚宴为主体的文化餐饮品牌——

客家喜宴，倡导低价彩礼、节俭办婚文明新风尚，积极

推动零彩礼、低彩礼、婚事简办等婚俗改革，深受广大

群众喜爱。

如今，一股股文明新风，吹进了千家万户，滋润了赣

南儿女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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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陌野新风劲，文明实践润无声。

聆听一场场接地气、贴近生活的理论宣讲，参与一次次有温度、有广度的志愿服务，讲述一件件孝老爱亲、善行义举的感人故事……赣南大

地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这个“小阵地”，如今处处新风扑面，如春风化雨，温暖人心，播撒文明。

赣州市自 2019年 5月启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以来，立足革命老区的实际，持续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拓展文

明实践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群众欢迎的文明实践活动，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起党群同心、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探索出一条高质量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创新路径。

赣县区在客家文化城景区举行“不要彩礼要幸福”集体

婚礼，倡导零彩礼、低彩礼等文明新风。 通讯员 冯 晨摄

在 安 远 县 孔 田 镇 高 屋 村 文 明 实 践 站“ 四 点 半 课

堂”，志愿者为小朋友讲述红色故事。通讯员 魏 虹摄

南康区横寨乡寨里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南

康美 e分”积分兑换文明实践活动。 通讯员 陈 莉摄

实践，因文明而温暖；文明，因实践而多彩。赣州市

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过程中，着力破解“做什

么、谁来做、怎样做”的问题，按照“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

就延伸到哪里”的理念，新时代文明实践正以丰富多彩的

方式融入百姓生活，浸润百姓心田，描绘出生活更加美

好、风尚更为文明的魅力画卷。

群众愁什么盼什么，文明实践就想什么干什么。在采访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发挥大作为：各种

接地气的理论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积

分制等特色做法，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文明实践；还有“文明集

市”活动，为群众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一次次理论宣

讲、一场场志愿服务活动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这个”小

阵地”上演，由此激发的效能，正像甘露滴滴，浇灌着这片

红色的土地，滋养着文明实践之花常开。

记者手记

在会昌县高排乡坪坑村孝老食堂内，老年人正在享

用免费午餐。 特约通讯员 刘兆春摄信丰县举行“文明集市”活动，提供便民惠民服务。通讯员 肖秀节摄
定南县“文明集市”活动中，消防大队的志愿者

为群众宣传消防安全知识。 通讯员 钟 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