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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文明实践，加码软实力汇聚发展力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实践汇———新时代文明实践课堂”，推动文明实践与社会治理双向赋能双向提升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党中央从战略和全
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一个重要载体，要着眼于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
文化人、成风化俗，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创
新方式方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思
想道德牢牢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动员和激励广大群众
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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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汇”围绕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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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要
求， 第一季汇聚徐汇文明实践与社会治理的优秀案
例，以案例教学的方式，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学理
与事理相贯通，进一步探索与超大城市发展要求和市
民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新时代文明实践路径，推动新时
代文明实践在徐汇活起来、亮起来、实起来，助力徐汇
建设人民城市最佳实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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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有机嵌入全国各地、 兄弟区县有效

的经验做法， 指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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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发实践主体的内生活力，演绎文明实践的现

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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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为群众排

忧解难，助力打造和谐优美的人居环境，彰显城区软实力的

生活体验。

“实践汇”更加注重溢出效应，深化社会治理内涵。 坚持

把满足人民需要作为文明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培育

打造社会欢迎、特色鲜明的文明实践品牌项目，深化基层治

理共同体建设，实现了文明实践新品牌的创生，增强了社区

成员对街区共融的认同。

全周期打造有显示度的软实力

城市精神品格是软实力的内核所在， 在提升城区软实

力实践中， “实践汇” 把方方面面的资源和要素调动起来、

活力和创造力激发出来， 充分回应人的体验、 彰显人的价

值， 努力通过文明实践让城区的精神品格更好地感召人、

激发人、 凝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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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更多居民在服务他人、 成就自己梦想

的同时， 增强对城区精神品格的思想认同与情感认同。

其次， 培育共同体精神。 “实践汇” 积极探索群众乐

于参与、 便于参与的文明实践活动载体和方法路径， 把最

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将共同体价值融入社区生活， 让社区

充满亲近感、 更富人情味， 让人人乐享文明实践处处可见。

再次， 强化文明引导力。 文明实践让文明的种子扎根

在人们内心深处、 城区大街小巷， 激发全社会向上、 向善、

向美的力量， 有力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实践汇” 的

开展，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提质增效、 理论与时俱进、

文化深入人心， 整合提升了城区软实力资源要素， 打造出

有显示度的城区软实力亮点， 让文明实践的时代内涵在基

层一线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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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推进过程中，

如何做好“通俗”和“接地气”这篇文章，使理

论宣讲既不失深度又浅显易懂，让党的创新

理论凝聚民心，做好理论宣讲？ 这是新时代

文明实践的首要政治任务。

“实践汇”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各级

阵地在创新理论宣传方面的探索，从强化

思想引领入手，将宣传新思想、新政策与

群众身边变化相结合，增强人民群众的政

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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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一个重要载体，要着眼服务社会发

展、群众生产生活，培育打造群众需要、社

会欢迎、 特色鲜明的文明实践品牌项目，

让群众感受到党的声音就在身边、社会的

温暖就在身边、美好的生活就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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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要充分盘

活用好阵地、人才、文化等各类资源，做到

统一调配、一体使用、协同运作，切实增强

综合效益、提升整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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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一

站一品”，立足多元人群需求，让每一个热

爱生活的人都能在“水岸汇”望得到江水、

享得到贴心服务。“水岸汇”也汇聚起滨水

岸线 4000 多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力

量， 向公众宣传 《徐汇滨江文明公约》和

《徐汇滨江文明行为规范》，引导市民游客

文明健康生活， 共同守护高品质水岸空

间， 努力推动时尚西岸生活的 “出圈”和

“破圈”， 使滨江水岸成为人民的水岸，成

为引领城区文明风尚的新地标。

新时代文明实践如
何助推社会治理

新时代文明实践与基层社会治理的

核心都是人，两者同样需要重点聚焦怎样

做好党的群众工作。激活新时代文明实践

的力量，要强化先进思想引领、培育弘扬

核心价值，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提振群众

精神面貌，发挥群众主体力量、营造良好

社会风尚，凝聚各方资源优势、动员多元

主体参与，促进文明实践与社会治理双向

融合、双向赋能，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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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年来，老百姓的满意度和

参与度明显提升， 居民志愿者从原先的

156 人增至 4667 人 ， 信访量同比下降

71.8%，警情下降 61.7%，实现了文明实践

与社会治理的“双提升”，这个曾经都市繁

华带背后的“异次元”空间实现了华丽转

身，成为片区治理的新样本。

如何提升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的群众
参与度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新时代

党的群众工作落地落实的重要探索，是盘

活基层、打牢基础的一项重大改革，能更

好地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也能更好地强信

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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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好人”

汤亚兴带领志愿团队巡回走进各居民区

为居民理发； “全国劳模” 郁非不辞奔波

赶赴志愿之约； “铭言花们” 和孩子唱响

厉行节俭的 “公约”； 社区孩子们助推文

明实践美好家园 “少年策”。 一个开放的

文明实践市集， 汇聚起了最广泛的要素，

让群众随时随处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

如何建设富有活力
的志愿服务队伍

志愿服务队伍是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的主要力量。 要把志愿者集中到

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舞台上， 切实提高志

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的能力素质， 让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强起来 、 活起来 ，

做强做活基层志愿服务 “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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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紧扣民生所需，放大由具有

“海派气质” 的公共服务所织就的生活质

感， 月均开展 150 余场文明实践活动，服

务 2 万余人次，在精细化、品质化的柔性

服务中引领群众，不断增强居民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在这样的大氛围下，诞生了“宝

怡乐”志愿者团队。 银发志愿者们以友爱

和睦、温暖良善等品质，营造了亲善包容

的社区环境， 激发社区治理的内生活力，

以数十年的温暖守候，做调解邻里纠纷的

“老娘舅”，为社区老人、环卫工人、社区民

警等爱心“加餐”数十年，以精神的力量、

情感的力量，推动“陌邻”变成“睦邻”，打

造人人拥有归属感的美好社区。

题图（左）： “清和星期二”文明实践

市集里的志愿者们

题图(右上)：“水岸汇”里的志愿者

题图(右下)：“实践汇”第二期课堂现

场，徐家汇街道乐山片区幸福乐加梯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围绕“文明实践

助推社会治理”进行情景剧表演

上图：“新思汇”第二季第一讲，来自

西岸集团的青年主讲人蔡彭菲分享了她

加入西岸团队以来参与徐汇滨江建设的

小故事

左图：龙华中学学生、“龙传人”志愿

者吕佳泉在“实践汇”课堂现场讲述在龙

华烈士陵园担任志愿讲解员的经历

●徐汇区 “光启晚晴” 离退休干部
志愿服务大队 “晚晴讲四史” 微课堂志
愿项目： 银龄担当讲述徐汇改革发展的
前“史”今“声”

●虹梅街道 TELL+DREAM 主题演讲
项目：聚焦社会热点，凝聚白领青年力量

●华泾镇 85 后“泾彩后浪”讲师团：

以乡音传党音、以镇情释国情的社区邻里
宣讲队

●徐汇滨江建设者之家：让建设者厚
植“愿化他乡为故乡”的情怀

●钱学森图书馆：“星空少年讲解团”

的成长故事
●徐汇区总工会、 田林街道 “跟着

劳模做志愿” 项目： 第一张劳模志愿服
务清单

●西岸美术馆：与“最美艺术大使”共
赴一场文艺之约

●湖南街道“梧桐汇艺”美育联盟：让
美育普及从校内走向校外

●漕河泾街道“馨空间”公租房治理
新模式：“四融工作法”凝聚人才“馨”动力

●斜土街道“日晖有戏”项目：在家门
口感受戏曲文化之美

●凌云街道“417”街区一体化“软治
理”创新实践：“四个一体化”构建共治共
享的“凌云模式”

●枫林街道服务型居委：打通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田林街道华利公寓 28 间公益小
屋：留白小空间化身自治大平台

●康健街道姐妹 “雷锋亭”： 寒来暑
往，我都在这座亭子等你

●徐家汇街道虹二居民区 “瓶子菜
园”：小瓶子大作用，“种”出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美好果实

●斜土街道江南新村 “江南匠心舫”

志愿服务组织 ： “船文化 ” 带动能量
“大聚集”

●凌云街道梅陇路志愿服务一条街：

“众乐乐”打造特色志愿服务街区
●长桥街道“百姓话百姓”活动：社区

“民星”助力谱写文明实践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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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更多实践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