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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办〔2022〕47号

关于印发《柏林乡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
暨学雷锋志愿服务 2022 年度工作方案》的

通 知

各村，乡直各单位：

经乡领导同意，现将《柏林乡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

暨学雷锋志愿服务 2022 年度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柏林乡党政与社会事务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11 日

柏林乡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暨

学雷锋志愿服务 2022 年度工作方案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为深化拓展我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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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根据十四五规划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拓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意见》（厅字〔2021〕43 号）、舒城县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舒城县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暨

学雷锋志愿服务 2022 年度工作方案》（舒文明〔2022〕2 号）

等文件精神，结合柏林实际，现制订柏林乡拓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建设暨学雷锋志愿服务 2022 年度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以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为主

题，以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为标志，弘扬“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以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为使命，彰显特色优势，盘活各类资源，发挥示范

带动效应，筑牢城乡基层思想文化阵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推动形成适

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

广泛动员和激励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

二、工作目标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紧扣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重点围绕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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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运行机制、文化科技卫生工

作机制、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引导机制。整合人员队伍、

资金资源、平台载体、项目活动，建强乡级志愿服务支队，因

地制宜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切实提高基层群众

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法治观念，更好地推动基

层群众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把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点）

打造成兼具思想政治引领、传播党的声音、传承优秀文化、培

育文明风尚、提供惠民服务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宣传教育阵地。

三、工作重点

（一）推进四项基础工作

1. 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按照文明单位对口原则，建立文

明单位新时代文明实践挂点联系制度，各村主动邀请参与联系

包保的乡领导和乡直单位，定期对联系村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点建设工作进行实地督查调度，了解工作推进情况，协调

解决重难点问题，实现文明实践工作整体联动。同时结合自身

实际，完善开门询单、群众点单、站（点）派单、志愿接单、

社会评单的“五单”运行机制，进一步落实志愿者奖励嘉许制

度，培养一支在群众身边不走的志愿服务队伍，促进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工作可持续推进。

2. 阵地资源提档升级。各村要严格对照实地点位标准，

举一反三、查漏补缺，扎实做好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建

设工作。打造一批优秀示范点位，在做好硬件达标的同时，追

求软件的全面提质提档。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共文化场馆

等打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基地，整合好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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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乡村文化带头人、乡贤能人等现有资源，切实加强

阵地、人才、项目资源整合，实现资源共享，提升文明实践的

辐射力。精心策划提炼出有特色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经验做法，

着力宣传推广一批文明实践公益广告，孵化培育一批文明实践

特色项目，打造推出一批文明实践特色品牌。

3. 志愿服务推深做实。各村各单位要开展“永远跟党走”

宣讲志愿服务、志愿服务关爱行动，用好志愿服务队伍，强化

与乡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支队的对接，加强与公共服务部

门、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的联系，促进文化、科技、体育、医

疗卫生、法律、通讯、消防等行业系统各类专业志愿服务队伍

建设，建立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人才库。定期开展志愿服务交流

培训活动，提升志愿者的专业水平和服务水平。积极组织开展

形式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总结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典型，结合农时季节、婚嫁庆典、逢年过节、文化庙

会、农村集市等重要时间节点，量身定制便于群众参与的活动

项目，不断提升服务层次和质量。

4. 智慧平台上下联动。要整合乡直单位和村（社区）

的文明实践服务资源，以及区域志愿服务团队资源，努力打造

上下联通服务管理综合智慧云平台，实现全乡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点）精准对接，打通乡所与站点的堵点和断点，为群

众提供一站式精准服务，努力实现全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活

动线上线下数据共享，形成全域文明实践工作指挥调度“一盘

棋”。

（二）抓好六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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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实践科学理论。紧贴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紧扣群

众所思所想所盼，适应对象化、差异化、分众化的特点，搭建

起科学理论与群众连接贯通的桥梁，结合“乡村名嘴”进基层、

“三下乡”等活动，让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理，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清楚、讲明白，让老百姓听得懂、

能领会，形成理论掌握群众、群众运用理论的生动局面，不断

增进广大群众对科学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更加自觉地在党的领

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结合农民实际，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让农村群众更真切地领悟党的创新

理论成果，更好地用于指导生产生活实践。

2. 宣传宣讲党的政策。组织开展文明实践宣讲活动，用

好“学习强国”网络平台及微博和“柏林先锋网”等新媒体，

增强理论宣传的即时性、互动性和覆盖面；用好宣传栏、农家

书屋、乡村大喇叭等固定阵地，开展生动活泼的形势政策教育，

宣讲解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阐释中央大政方针，用“大

白话”“百姓话”把乡村振兴、致富兴业、民生保障、生态环

保等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讲清楚讲明白，增强理论政策

宣讲针对性吸引力。以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为契机，开展生动

活泼的形势政策教育、国防教育和军民共建活动，注重把讲道

理和讲故事结合起来，用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活的变

化，引导基层群众从内心深处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3. 培育践行主流价值。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

国梦主题教育，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村入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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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传承弘扬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深入实

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持续深化社会

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广泛开展学习时

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乡贤等活动，开展好邻居、好媳妇、

好公婆推选等建设活动，组织发布乡风文明“红黑榜”，大力

倡导文明新风，引导农村群众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

勤俭持家。建好用好道德讲堂，用身边好人的感人故事和可贵

精神引导群众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深入开展建设文明村

镇活动，不断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

育，普及法律知识，引导群众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表

达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

4. 丰富活跃文化生活。充分激发群众自办文化的积极性，

把活跃在农村的文化能人、民间艺人组织起来，把群众参与文

化活动的热情调动起来，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农民文化

乐园、社区活动中心等文化平台，精心设计群众乐于参与的文

化文艺项目，组织各类比赛活动，努力让群众动起来、乐起来，

把人人聚起来。广泛开展“结对子、种文化”文艺志愿者服务

活动，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教、学、演、帮、带”，指

导培养一批能干、愿干、会干的文化骨干和乡土人才，为群众

种下文化种子、厚植文化根子。持续推动文化下乡，引导广大

文化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

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具

有浓郁乡村特色、充满正能量、深受农民欢迎的作品，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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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食粮送到老百姓手头、送到老百姓眼前。深入挖掘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结合时代要求和地域特色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化

拓展“我们的节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等系列

主题活动，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经常性组织志愿服务

队开展广场舞、戏曲汇演、农民运动会等活动，定期开展“送

戏进万村”“红色文艺轻骑兵”“三下乡”等惠民演出和戏曲

汇演、文艺展演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中国梦歌曲大家唱、

乡村广场舞、地方戏曲汇演、群众体育比赛、读书看报、文艺

培训等活动，提振基层群众的精气神。

5. 持续深入移风易俗。充分发挥新乡贤引领作用，开展

“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最美家庭”等推选培树活动，

讲好家风家教家训和群众身边典型故事。发挥农村“一约四会”

作用，以抵制天价彩礼、厚葬薄养、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为着

力点，遏制奢侈浪费、盲目攀比等不良风气，倡导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恶俗禁办。严厉打击非法宗教、封建迷信等突出问

题。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形成好人好事有人

夸、坏人坏事有人抓、新风正气传得开、陈规陋习必须改的生

动局面。

6. 践行为民服务初心。深入开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主题学习教育活动，增强公仆意识、强化人民情怀，倾

听呼声、问需于民，接地气拟定计划，有针对性地制定清单 ，

千方百计满足群众需求，满腔热忱地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竭尽全力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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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发挥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站建设的主体责任，把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点）建设摆上突出位置，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党组织“一

把手”要高度重视，亲自抓、带头做，层层压实责任。建立完

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文化、

科技、教体、民政、卫计等部门的资源，在拓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建设工作中各尽其职、各展所长，形成工作合力。

（二）加强经验总结。各村各单位要找准新时代文明实践

与中心工作的结合点、发力点，突出实践导向、问题导向、效

果导向，深入研究、综合分析，及时发现亮点，总结各具特色

的工作路径。深入挖掘工作中的鲜活经验和有效做法，及时推

出一批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典型和创新案例。充分

调动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志愿服务队和广大群众

的积极性，让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成为群众“学习、

实习、实践”的精神家园。

（三）加大宣传推广。把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融入到

主题宣传、政策宣传、典型宣传中，利用多种新媒体形式，不

断提高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要用足用活各类宣传载体和文化阵地，立足群众视角、反映群

众感受，用心锤炼标题和内容，重点宣传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点）建设工作开展以来的进展态势，宣传新时代文明实践带给

城乡的新气象新成效，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的

有效做法和典型经验，引导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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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督查考核。制定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考评评价

标准体系，定期进行考核评估。把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

设工作纳入宣传文化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考核，纳入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巡察内容和考核督查范围。采取明察暗访、

专项督查、公开通报、媒体曝光等方式，不定期对各级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的组织、阵地、资源、队伍、活动等情况进行考

核评估，督查考核结果报乡党委，纳入村领导班子和村干部

工作考核实绩。

附：1、2022 年柏林乡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计划表

2、乡领导联系村安排表

附件 1：

2022年柏林乡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计划表
时间 主 要 内 容

全年

1.以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为契机，组织文艺志愿者开展“我们的节日·元宵”“送文化
下基层”“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等活动。
2.开展“温暖回乡路”活动，在集镇、村口、公交站台，利用志愿服务站 （岗）等阵地，
提供疫情防控、出行咨询、秩序维护、安全宣传、照顾老 幼等相关服务，帮助回乡人员安
全踏上返程路，平安回家过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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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组织“欢乐过大年·喜迎冬奥会——我们的美好生活”2022 年安徽村晚。组织单位：社会
事业服务中心。
2.组织开展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和困难退役军人等活动。组织单位：党建办、退役军人服务管
理站。

2月
1.组织文艺志愿者开展舞狮和闹花船活动。组织单位：社会事业服务中心。
2.组织铲雪清路障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单位：党建办。

3月
1. 组织文艺志愿者开展民间文艺巡演。组织单位：社会事业服务中心。
2. 开展义务植树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单位：林业站。

4月
1.开展“文明祭扫、爱护环境”宣传和“网上祭英烈”活动。组织单位：党政办、退役军人
服务管理站。
2.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单位：计生办。

5月
1.开展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单位：派出所。
2.开展“光盘行动”等文明餐桌宣传活动。组织单位：社会事业服务中心。

6月
1. 开展“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单位：派出所。
2.动员参加“成长助力计划”“圆梦大学行动”等希望工程助学活动。组织单位：工会。

7月

1.结合 7·1 建党节，举办主题系列活动，开展党员引领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单位：党
建办。
2.开展儿童安全和暑期中小学防溺水活动，动员党员志愿者发放宣讲《防溺水安全指南》，
重点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加强安全知识宣传。组织单位：中心校。

8月
1. 结合 8·1 建军节，开展“拥军优属献爱心、军民鱼水一家情”慰问军烈属志愿服务活
动。组织单位：人武部、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
2.开展增强国防观念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单位：人武部、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

9月
1.以教师节为契机，开展慰问教育工作者系列活动。组织单位：党政办、中心校。 2.组织
“感念师恩”主题班团队日活动，以文艺演出、互动游戏、演讲比赛、公益服务等为载体，
在中小学校中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 组织单位：中心校。

10 月

1. 以重阳节为契机，开展“呵护夕阳红”活动，在重阳节前后通过亲情陪伴、家政服务、
文艺表演、医疗保健等多种形式，集中进社区、进敬老院、进空巢老人、孤寡老人家中开展
青年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单位：民政办。
2. 开展老年维权活动，在街道、农村集中开展防诈骗案例宣传，提高老年人 防骗意识，维
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11 月
1. 开展“共建平安”主题宣传志愿活动，组织志愿者参加治安巡查、禁赌 禁毒、防范违法
犯罪等工作。组织单位：综治办。
2. 结合 11·9 消防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单位：应急所。

12 月
1. 结合 12·2 交通安全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单位：团委。
2. 结合 12·4 全国法制宣传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单位：司法所。

附件 2：

乡领导联系村安排表

乡领导 联系村

许令军 汪正灼 响井

王艳 薛超颖 石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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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才俊 双墩

惠宗林 宋圩

龚玉清 大墩、界河

程邦平 兴和、马松

王金武 谢河、石岗

许令剑 孔堰、跃进

杨晓 蔡店

丁勇 井岗

邓宏宽 柏林

陈奎 袁塘

宋明明 祝井

姜逢铸 花城

袁孝锐 官沟

桂兴胜 秦桥

王永来 三桥

胡焕改 付墩

盛英明 杨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