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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三级阵地五类网络

位于“网红”愚园路上的历史名人墙文

明实践点， 不时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市民

驻足，他们或预约参观，或只是碰巧路过，

但都被这座开放的微型城市记忆博物馆所

吸引。 据统计，2021 年愚园路历史名人墙

接待人数超过 1.5 万人次， 成为长宁党史

学习教育特色打卡点。由热心居民、共建单

位、学校师生等组成的愚园路“红色印迹”

宣讲团致力于讲好讲活理论知识， 把大道

理讲成小故事，深入浅出地阐释好新思想。

团长霍白在 2021 年获评“中国好人”。

这是长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融入基层党建、融入美好生活、融入文化建

设的一个缩影。

加强阵地建设， 长宁区率先成立上海

首个区级中心和首个街道分中心， 实现区

中心、街道（镇）分中心、居民区实践站三级

阵地全覆盖，构建了“一个区中心、十个分

中心、百个实践站、千栋示范楼组（楼宇）和

万户示范家庭”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网

络。紧密结合全区中心工作，牢牢把握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建设和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战

略机遇，探索打造一大批以智慧城市、 红

色文化 、 绿色生态 、 公共空间 、 社区治

理、 人文艺术等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特色站 （点）。

2020 年 1 月，作为“凝聚力工程”发源

地的华阳路街道成立了上海首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街道分中心， 并在辖区内居民区和

楼宇园区建成 5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

建 100 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楼 (宇 )

组，1136 户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家庭 ，凝

聚 17000 多名志愿者，实现“街道—网格—

居民区”三级站点全贯通。新时代文明实践

实实在在助推基层治理。 比如，面对疫情，

华阳路街道先后招募志愿者 11600 多人

次，累计服务时长约 52 万小时；聚焦老城

区、老龄化特点，街道广泛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重点推进百户防跌倒设

施安装、百户卫生设施改造、百户精准帮扶

等“八个百”主题实践项目，在为民服务中

提升群众对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感受度，丰

富“凝聚力工程”新内涵。

人人都是
文明实践参与者、贡献者

近日，《中共长宁区委关于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努力打造全过

程人民民主最佳基层实践地的实施意见》

发布，全区上下将坚持不懈，努力打造全过

程人民民主最佳基层实践地， 为进一步丰

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提供更为

丰厚的实践土壤。

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

和平台， 长宁区大力探索文明实践的新路

径新方式，更加注重政治引领、更加注重社

会治理、更加注重群众参与，进一步激发群

众的主人翁意识， 形成人人都是文明实践

参与者、贡献者的良好局面，打造城区软实

力的特色标识。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首提

地， 虹桥街道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建

设中， 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

的独特优势，开启民意“直通车”，架起协商

“彩虹桥”。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虹桥

街道在 16 个居民区和 50 家区域单位分设

基层立法信息采集点， 不断优化 “一体两

翼”模式。截至目前，街道围绕 60 部法律归

纳整理出 1000 余条意见建议， 其中 98 条

被采纳，还有 82 条意见转化为民心工程和

实事项目，涌现出老小区物业服务“质价相

符”两张清单、“一网通办”移动窗口、社区

非机动车 “安全策 ”、街区数字生活 “新十

景” 等金点子， 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动力不

竭，居民满意度和获得感双提升。

常态长效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

将基层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好经验、好

做法，及时固化为常态长效机制，推动新时

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 长宁区不断深化协

同运行管理机制———在线下， 巩固区中心

主导统筹、街镇分中心对接指导、居民区实

践站落实推进的工作格局；在线上， 依托

市区两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综合服务平台，

完善 “组织供单、 群众点单、 阵地派单、

团队接单、 百姓评单” 的项目实

施管理模式， 不断强化各类资源

的统筹融合机制， 推动新时代文

明实践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社

区志愿服务中心等机构 、 人员 、

资源 “三统筹 ” ， 载体 、 项目 、

平台 “三融合”。

实践中， 长宁区涌现了一系

列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项目 ，比

如： 愚园路历史风貌街区国际钢

琴音乐节已连续举办 4 届， 钢琴

元素融入愚园路百年历史文化底

蕴， 沉浸式体验让百姓充分享受

家门口音乐盛典；光华医院“同声

传译” 爱心助聋门诊志愿服务持

续 3 年，年接诊患者超 500 人次，

帮助聋哑患者就医的同时， 也帮助病人打

开心结；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延安之心”

社团将志愿精神延续到校外， 在地铁志愿

引导、图书管理服务、红色文化志愿讲解等

活动中展示学生志愿者风采， 成立 5 年多

来，累计开展活动超过 290 场，参与者近万

人次，累计服务时长近 4 万小时。

接下来， 长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还将不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建设“15 分钟文明实践圈 ”，促进文明

实践成果持续涌现， 为长宁打造 “四力四

城”凝聚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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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民众夜校”、 路易·艾黎

故居、新华“里巷·市民中心”……作

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三级阵地的有益

补充和拓展 ， 2021 年 ， 长宁区充

分挖掘街区、 楼宇、 公共空间、 特

色产业资源 ， 探索打造了首批 36

个以智慧城市、 绿色生态、 民生服

务等为主题的区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特色站点， 不断丰富文明实践的功

能内涵、 提升辐射作用， 让市民在

家门口就能参与文明实践活动， 享

受便利服务。

让文明实践更富参与性。 “三

十七民众夜校” 建于 1946 年， 是

当时工人运动的指挥所， 培养发展

了多名共产党员。 位于万航渡路上

的旧址还原了当时夜校师生参与革

命的历史场景， 成为党史学习的体

验式课堂； 范北居民区将原先的小

区违建改造成具有历史感的范北

“护航号” 绿皮火车特色站点， 既

讲述了社区 “前世今生”， 也成为

社区居民议事和活动的互动舞台；

虹桥机场新村社区参与式博物馆融

入机场历史、 突出航空主题， 构建

了集展览、 社交、 文化活动为一体

的空间， 打造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

理共同体……

让文明实践更有温度。 在同仁

医院的门诊大厅、 病房， 病人与家

属不时会与微型音乐会、 展览不期

而遇， 这是 “同·艺空间” 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的志愿者们运用音乐演

奏、 绘画、 摄影等艺术形式， 打造

温馨就医环境； 在北新泾街道 “爱

馨苑” 新时代文明特色实践站， 除

了提供体能康复训练、 就业创业培

训、 日间照料托养等多元功能， 来

自社会各界的 13 支志愿服务团队

也时刻关爱着特殊群体， 形成 “洋

太太关爱阳光宝宝” “爱馨医站”

等志愿服务品牌； 在苏州河沿线，

宁聚里·风铃驿站等特色实践站点

提供便民服务， 让观光休闲和健身

锻炼的市民获得温馨体验。

让文明实践更加多元化。 想了

解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 你可以前

往科大讯飞人工智能体验馆和深兰

科技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站一探究

竟； 想深入了解人文艺术？ 集非遗

传承和影视产业孵化于一体的创业

基地 “猫悦上城 ” 、 中新泾公园

“阅空间”、 上海艺术品博物馆、 长

宁民俗文化中心等特色站点是最佳

选择。 长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走进重点企业、 文化场馆， 融入网

红街区， 让人民群众在参与文明实

践过程中感知 “人民城市” 建设的

成果。

“生境花园”书写文明实践新内涵
“生境花园”，作为长宁区新晋网红打

卡地， 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在城市社

区的生动实践。 涵盖多重功能的 “生境花

园”，让居民们在家门口拥有可看、可感、可

互动的生态花园， 是社区居民乐在其中的

生态空间、治理空间、文明实践新阵地。 目

前，长宁全区共有 8 座生境花园投入使用，

虹旭、泰安、常馨、乐颐等 4 座生境花园被

命名为 “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站

（点）”。

生境花园建设从方案设计到施工建

设、后期维护，始终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理念，全程吸纳凝聚居民的智慧与热情，按

照社区居民的“画像”，融合专业设计巧思。

在常馨生境花园建设过程中， 社区居民自

发开展了道铺砾石、 手绘明信片等文明实

践活动，居民亲自参与，增进了与社区的情

感连结，提升了主人翁意识。

每一座生境花园的管理维护， 社区志

愿者都是主力军。 虹旭居民区成立了小蚂

蚁志愿服务队，每日包干维护日常秩序，将

生态文明理念落到实处、融入日常，打扫和

浇灌用水来自雨水回收， 肥料来自小区居

民日常收集的堆肥， 成熟后的瓜果蔬菜由

志愿团队组织采摘并送给社区内独居、高

龄老人。

在长宁区， 生境花园谱写了都市里的

“田园牧歌”———8 座生境花园开园以来 ，

各居民区都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居民互动和

体验活动，一起观鸟、认识植物、堆肥种植、

养护花园、 交流体验……生境花园还根据

时节变换和生态情况不断进行 “微更新”。

节假日期间， 这里还是小朋友感受大自然

的沉浸式课堂、家门口的“科普游学之地”。

文明实践延伸到“楼门口”“家门口”
在长宁区 ， 1000 余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示范楼宇 （组） 将文明实践延伸到 “楼

门口” “家门口”。 各街镇以楼宇、 楼组

为单元， 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到各个角落，

成为提升 “美丽楼道” 创建能级， 赋能商

务楼宇， 传播文明风尚的重要探索。

在社区中， 一个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楼

组 ， 楼道环境整洁 、 优美 ， 居民看着舒

心、 住着顺心。 作为 “美丽楼道” 2.0 版，

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楼组创建不但重视

“硬件升级”， 更将居民参与、 自治共治融

入创建标准， 引导社区居民走出家门、 融

入楼组、 参与社区、 共建共享， 打造家门

口文明实践阵地。

在新泾六村 12 号楼， 往日楼道堆满

的杂物不见踪影， 钢琴键盘墙绘顺着楼梯

而上， 仿真草坪空间摆放着吉他等乐器，

一个音乐主题楼组令人赏心悦目。 周家桥

街道虹桥新城文化自治楼组活动空间有个

充满诗意的名字———“馨阅草堂”， 借助新

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楼组创建契机， 曾经的

闲置空间成了居民都爱来的打卡地， 读书

沙龙、 协商议事、 文体活动等活动丰富了

居民业余生活、 提升文明程度……居民的

态度也从 “要我创” 变为 “我要创”， 大

家积极参与制定楼组公约， 定期开展大扫

除， 主动将家里的绿植、 艺术作品拿出来

布置楼道， 形成了一个个 “绿化楼”“摄影

楼”“音乐楼”“垃圾分类宣传楼” ……越来

越多的社区楼组参与到新时代文明实践示

范楼组创建， 极大提升居民参与自治共治

的积极性。

在楼宇里， 长宁区依托党群服务站积

极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楼宇。 针对白

领青年党员， 开展党史知识竞赛、 重温入

党誓词等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 今年 ，

“‘宁’ 好故事荟” 文明宣讲系列主题活动

走进华敏翰尊国际大厦、 多媒体广场等商

业楼宇， 培育接地气、 聚人气、 冒热气、

有生气的理论传播文明实践品牌。

众多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楼宇还根据

白领需求， 提供手工学习、 瑜伽课程、 医

疗咨询、 读书分享等各类活动， 在寓教于

乐中丰富楼宇文化、 弘扬主流价值。 白领

日益成为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 比如， 江

苏路街道组织开展 “公益一小时” 志愿服

务， 新华路街道坚持开展 “三十日， 我志

愿 ” 主题志愿行动 ， 示范楼宇内青年党

员、 企业白领利用午休时间走上街头、 深

入弄堂， 以实际行动参与文明实践。

群众在哪里，新时代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

里。作为第二批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试点城区，长宁区积极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三

级阵地五级网络，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将

文明实践延伸至“楼门口”、覆盖到“家门

口”，新时代新风尚浸润群众心灵、丰富群众

生活，弘扬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

不久前的中共长宁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提

出，奋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之城、更富创

造力的智慧之城、更有吸引力的宜居之城、更

强凝聚力的人民之城，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国际精品城区。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百

姓生活新需求、区域发展新特点，长宁区正推

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从阵地拓展向内涵

深化迈进，从夯实基础向提档升级迈进，从外

聚人气向内聚人心迈进，牢牢把握凝聚群众、

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主题，有力唱

响凝心聚力、奋发昂扬的主旋律，展现向善向

美的精神面貌和文明风尚。

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长宁样本”
———以文明软实力，塑造国际精品城区亮丽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