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苏州河水上航线开通，黄浦

江、苏州河沿岸，首批95后、00后志愿者

“小水滴”陆续上岗，开展江河文化解说、

滨水空间治理、生态环保守护等志愿服

务；沿途岸线的“望江驿”“水岸汇”“苏河

水岸驿站”等文明实践阵地遍地开花……

紧贴城市发展脉搏，今年全市精神文

明战线打造“一圈一带一群”，即“15分钟

文明实践圈”、“一江一河”文明实践带、

“五个新城”文明实践群，以此为抓手构建

文明实践综合体，将文明实践与百姓民

生、公共服务深度对接，推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与人民城市建设的发展同频共振。

从试点破题、深入解题，到全面答

题，2019年底上海启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以来，围绕“学习宣传理论政

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创新开展文明

创建”“大力弘扬时代新风”“丰富精神文

化生活”“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文明

实 践 活 动 16.9万 场 ，培 育 品 牌 项 目

2416个，形成了阵地网络全域覆盖、线上

线下双轮驱动、特色品牌交相辉映、新时

代文明实践和学雷锋志愿服务双向融合

提升的“上海模式”。

构建群众身边的理论大课堂

日前，“新思汇”第三季开讲。徐汇

区漕河泾街道华富居民区原党总支书记

张华站在她熟悉的“邻里汇”讲台，分享

大伙儿身边事：党建引领，经多方努力，

社区华丽转身，“三旧”变“三新”。

作为上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品牌

项目，“新思汇”是群众身边的理论大课

堂，居民区周边的“小客厅”就是“沉浸教

室”——在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品读

衡复历史风貌区的文化底蕴；在西岸水

岸邻里汇，青年主讲人以身边实践激发

市民投身社区建设。该项目整合了千余

名志愿者，组建起23支“新思汇理论宣

讲轻骑兵”，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还

“触网上线”。

放眼上海，党员干部讲政策形势、专

家学者讲学理道理、老百姓讲身边人身边

事、文化志愿者说唱新生活表演新风尚，

队伍不断组建，足迹遍布大街小巷。“我们

正探索与超大城市发展要求和市民生活

方式相适应的理论传播路径。”市文明办

志愿服务工作处处长俞伟这样注解。

去年，成立首批由120个成员单位

组成的上海市红色文化传播志愿服务联

盟，组建首批覆盖47所高校的65支大学

生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同时，推动“众

鑫有话”市委老干部讲师团、大学生理论

宣讲队等1500多支理论宣讲志愿服务

团队常态化入驻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开展宣讲超过6.7万场。还演绎出文艺

党课、经典诵读、人文行走等新形式，譬

如浦东新区推出文明实践特色线路，打

造途经中共一大纪念馆等20多处红色

地标的“党史学习巴士”；静安区围绕纪

念中共二大召开和首部党章诞生100周

年主题，举办讲述十年伟大成就、百位初

心守护人、千名骨干志愿者、服务万名群

众的“十百千万文明实践行”活动；黄浦

区培育“十个有”文明实践项目、虹口区

发挥“文化三地”品牌优势，将红色场馆

打造成为“主题教室”，把红色故事作为

“活页教材”，让专家学者、先进典型、身

边榜样等成为“特聘教师”。

织密服务群众“精细网”

上海图书馆东馆日前对外开放，志

愿服务队整装待发，《少年日报》的小记

者团组成的“小小采访团”“小馆员”服务

团队已经就位，“浦东新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也在同步建立中。

放眼全市，3.9万项市级资源进入文

明实践阵地，渗透进民心工程中，为基层

治理聚力赋能。8月底，随着乐山六七村

的第35台电梯完成签约，徐家汇街道首

个老房加梯“大满贯”小区诞生。此前加

梯也一度面临“卡壳”，但党员干部们与

“幸福乐加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队站了出来，提供政策宣讲、资源对接等

服务，最终达成了共识。

上海发挥在全国领先的学雷锋志愿

服务体系建设优势，构建起“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统筹规划、志愿服务指导中心

组织实施、志愿服务队伍各展所长、志愿

服务站点承接落地”的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运行体系，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学

雷锋志愿服务双向融合提升。市宣传系

统与崇明区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行”结对共建活动超过百场；金山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与上海音乐学院、上海

大剧院艺术中心等合作，通过文艺演出、

志愿服务等方式普及高雅艺术。

双融合模式也助力上海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打赢“大上海保卫战”。今年3至

5月，上海引导发动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

测温验码、秩序引导、物资配送、心理疏

导等志愿服务，日均上岗志愿者约50万

人次，累计服务超过5370万小时。

文明实践触及城市大街小巷

上海在全国率先完成三级阵地全覆

盖。眼下，“一圈一带一群”多点开花。

“15分钟文明实践圈”，探索基层多

中心融合发展模式，构建“阵地共建、活动

共联、队伍共育”的文明实践综合体，推动

一大批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扎根社区，助力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譬如杨浦区打响

“睦邻家园”品牌，以“微治理”为抓手，在

楼栋微整治、空间微改造基础上，提出了

微公益、微公约、微课堂，强化基层治理力

的穿透与内涵；长宁区在建设“个十百”三

级阵地的基础上，拓展创建千个文明实践

示范楼组（宇）和万户文明实践示范家庭，

织密“个十百千万”精细化服务网络，构筑

“零距离”服务圈、“家门口”风景线；宝山

区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标准化建设一批集

村民议事会、读书会等于一体的文明实践

示范站，树起乡风文明标杆。

“一江一河”文明实践带上，“人人

屋”“滨江客厅”等突破场域提供服务；普

陀区苏州河中远两湾城段，一批“小湾

豆”文明实践志愿者在1690米的步道上

共筑“半马苏河”生活秀带。全市226支

志愿服务团队打响“志愿者讲水岸故事”

等特色品牌。

“五个新城”文明实践群，联动园区、

社区、校区、景区，布局了一批文明实践

新空间，整合新城多元资源，创新一批文

明实践新空间、新项目。譬如奉贤区“上

海之鱼贤美小驿”打造景区、产业园区、

社区三区联动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圈层；

嘉定区吸纳属地及周边地区头部企业、

科研院所等资源，构建“一嘉人”新时代

文明实践联合体；青浦区组成“惠江南”

文明实践宣讲团，让新城建设者在讲述

自己故事中增强归属认同；松江区将触

角延伸到“长三角科创走廊文明实践示

范带”；南汇新城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

阵地嵌入企业、商区、社区，开展丰富的

文明实践活动。

“15分钟文明实践圈”、“一江一河”文明实践带、“五个新城”文明实践群多点开花

紧贴城市发展脉搏，构筑“强磁场”凝聚精气神

上海：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阵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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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园为“课堂”，开展宣讲是什么

体验？“受众是晨练的阿姨爷叔，内容就

要从老百姓关心的身边事讲起。”95后

学生、上海交通大学声入人心学生理论

宣讲团团长包道广找到了答案，“要把

我们的美好生活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历史经验、宝贵精神联系起来，

‘讲准讲活’”。

他宣讲的闵行区航华公园，位于“大

虹桥”区域，毗邻11个居民区，人流量

大。“宣讲要走出‘围墙’，走到市民群众

身边。”去年，党员干部们率先破题，依托

航华公园内的新虹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分中心，创新延伸、打造出集宣传学习、

文化交流、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文明

实践园。经两轮升级后，党史常学常新，

也嵌入生活服务功能。

自开园以来，文明实践园已接待50

余批团体参观学习，入园人数超过45万

人次。下一步将继续升级打造群众生活

场景里的理论学习新模式。

“家门口好去处”成为身
边实践地

群众身边的文明实践园，首先得是

“家门口的好去处”。

设计之初，新虹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分中心负责人王佳伟就与团队“头

脑风暴”，盘算如何通过设计与布局，

把空间尽可能多地留给居民互动、体

验、交流。

于是，园内铺设的沉浸式“初心路”

将主干道两侧利用起来了，沿途精心设

计了“红色密码探寻区”“红色书籍展示

区”，市民群众在解码、答题、互动中学习

党的奋斗历程。

周边居民还提出：孩子能不能增加

玩耍空间？老人能否一起锻炼？于是设

计出了“最具人气”点位：“长征微型‘步

棋’”——通过掷骰子确定步数，孩子们

在标注有红军长征重要历史事件的步道

上竞技。

“初心路”的尽头还有一列“文明号”

宣讲直通车。上海交通大学声入人心学

生理论宣讲团的志愿者和社区百姓宣讲

团的志愿者轮番上阵。下一步还将主动

进入全区各文明实践分中心、站点开展

理论宣讲。

强国精品课程配送到阵
地，打开广阔天地

设计团队依托坐落在实践园中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阵地资源，定制“志

愿心”强国课堂。市民群众通过文明实

践园的“沉浸式党课”打好理论基础，还

可走进强国课堂，“学习强国”精品配送

课程已经常态化入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扫码即可学习。

在公园本身文化、体育等功能基础

上，也想方设法打造“邻里中心”，嵌入生

活服务功能。小到打个热水、充个电，大

到开展医疗健康、生活服务、文体教育

等志愿服务，满足了全年龄段居民

需求。

当前，闵行区正建立完

善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教

育工作体系，引入市级

理论宣讲团队，调动

区域内宣讲团队

力量，挖掘社区

达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分中

心、站）三级阵地，创新打造“闵理+”文明

实践会客厅，让各类项目在这里不断创

新、志愿者在这里蓄力充能、市民群众在

这里互动学习，“把最好的资源

留给人民”。

“公园+”让党的创新理论融入生活场景

三级阵地全覆盖

截至今年9月全面完成16个
区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221个乡镇（街道）级新时代
文明实践分中心、6014个村（居）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

文明实践活动
开展“六个我践行”文明实践活动

16.9万场

培育品牌项目2416个

文明实践的主体力量是志愿者，志愿服务是群众参与文明实践的主要形式。 （市文明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