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还与文明城市常
态创建、疫情防控、世中运筹办、“我为群众办实事”

“我为社会做好事”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同频互动、
互融共促。

在文明城市常态创建方面，以“晋江文明、没我不
行”为主题开展“东道晋江”市民素质提升行动，“两代
表一委员”、干部职工、普通市民、志愿者等社会各界
代表积极参与市民问政，形成全员参与、全民动手、全
城创建的良好氛围。

“烟头不落地、晋江更美丽”等主题活动吸引社区
居民踊跃参与，家长学生、小区居民、环卫工人、志愿
者等积极参与“捡烟头换礼品”活动，一个月内共拾捡
超 25万根烟头，印制发放 3万个便携式烟灰袋，进一
步提高市民大众公共卫生意识。

《我们都爱这座城市》《晋江文明没我不行——致敬城
市美容师》《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文明健康，绿色
环保，欢乐过年》《人人都是志愿者、事事有人搭把手》
《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专项整治“牛皮
癣”，提升城市“颜值”》等H5在市民中传播总量超200
万人次，《晋江文明 没我不行》短视频在新华社分享
页的点击量达 115万人次，在文明晋江微信公众号及
晋江主流媒体传播及转发量超过60万，“晋江文明、没
我不行”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强。

编发市民文明素质手册，让文明礼仪进酒店、进
场馆、进村居、进校园、进机关。同时注重实践探索
和发扬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基层首创，镇街、村居通
过挖掘资源、创新形式，让文明实践接地气、有特色、
增亮点。

如永和镇巴厝村打造“巴厝红”文艺大舞台，发
动本村文艺爱好者组建文艺志愿队，将乡村治理、移
风易俗、疫情防控等内容融入主题文化活动中，自编
自导自演，既契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又“接地
气”，截至目前已演出 150场次，成为该村文明实践特
色项目。

怀揣践行“有‘公益温度’的磁灶新城”这一理
念，磁灶镇一些村居和社会团体分别创立“九零H”志
愿服务队、磁灶公益联盟、官田村慈善协会、摇铃慈
善协会、橄榄慈善协会，志愿服务氛围日渐形成。磁
灶镇搭建镇级志愿服务中心这一平台，有效统筹，整
合辖区 9支机关企事业单位志愿服务小队、27支村居
志愿服务小队和 24支校园志愿服务小队，服务内容
涵盖社会救助、敬老助老、暖冬助学助困、关爱环卫
工、社区服务、文明劝导、关爱自然、医院导诊、公益
培训等。

统筹推进，知行合一，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我
们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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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 知行合一同心追梦3

常态化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知行合一为要 志愿服务为魂

群众在哪里 新时代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文明，是晋江这座城市的底色。而在晋江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红马甲”，又让志愿服务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
晋江市民素质的不断提升，与晋江市持续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息息相关。2018年11月，晋江被列为省7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市、区）之一，2019年10月，晋江又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纳入全国500个试

点之一。两年多来，晋江市搭平台、聚队伍、整资源、求合力，积极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之路和试点工作方法，逐步梳理出“资源聚合为重，设施整建为体，知行合一为要，志愿服务为魂”的工作思路，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本报记者 董瑞婷 陈巧玲 通讯员 吴文博

编辑_张之杰 校对_杨晨辉 设计_翁泽义 电话0595-82003110 2021年10月22日 星期五

街道宽敞、绿植迷人，位于晋江市中轴线——世纪大
道一侧的晋江市文化中心广场周边，文化气息浓厚，
科技馆、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戏剧中心、文创园
在此齐聚。

走进文化中心一楼，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的办公室就落户在此。

白色咨询服务台上写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服务台的右侧是晋江志愿服务的网
红打卡点，吸引着众多志愿者和市民在这里打卡留念。

晋江市文明办相关科室负责人告诉记者，新时
代文明实践主要是着眼于“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
文化人、成风化俗”，做到传播新思想、引领新风尚，
统筹推进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
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深入
移风易俗。

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自 2018年 12月挂牌
成立以来，中心各个平台与镇街、村居志愿服务队伍互
联互通、紧密协作，将文明实践与党政关注、群众关心、
社会关切的大事要事结合起来，开展理论宣讲、文艺巡
演、扶贫扶弱、风俗劝导等“七进基层”活动，使党和政
府的声音及时传播到基层，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深入
到基层。

目前，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拥有理论宣讲
平台、社会宣传平台、教育服务平台、文化服务平台、科
技科普服务平台、健身体育服务平台、移风易俗平台等
7个平台 10支专业志愿服务队伍，在晋江 19个镇街、
396个村居全面组建实践所站和志愿服务队伍，并拥
有晋江法院司法文明研修实践基地、世中运机场边检
志愿服务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书香花园、“母亲的房
子”图书馆等 87个文明实践点，初步形成“三级设置，
社会布点；市为枢纽，七个平台；镇为中继，村为基础”
的整体布局。

晋江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有一个鲜明特点——
主体力量是志愿者，以志愿服务推进文明实践工作有
支撑、可持续。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
和“圆梦中国”“大美晋江”“侨乡杏坛”“爱心城市”等
10支专业志愿服务队伍，以及镇街、村居志愿服务队
伍，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主力军，并向社
会、基层深入延伸拓展。

“9月17日、18日，连续两天带领着学校教师志愿
者奔赴核酸检测的第一线，把守关口、检查‘三码’、协
助操作、维持秩序、信息登记，偶尔还要充当中间人调
解群众口角争执，这一次，我们真正地把自己扔到群
众之中，扔向抗疫前线。这些平时手执粉笔、驰骋三
尺讲台的老师，有的套上防护服，有的穿上红马甲，大
家勇敢无畏地转身，化身成抗疫的斗士。”这一段朴实
而有力的文字，作者是东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
志愿服务小分队负责人张百隐。作为一名老师，一名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志愿者，他在疫情来袭的时候，
一直坚守在基层抗疫一线。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东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向各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发出倡议，希望全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方方面面的志
愿服务中来。而张白隐，就是这众多响应号召的志愿
者中的代表。据了解，自 2020年 2月以来，晋江全市
累计组织6万多名志愿者直接参与各级各类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通报表扬88名战“疫”优秀志愿者和一批在
疫情防控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学雷锋示范点”“岗位学
雷锋标兵”和“最美人物”。

两年多来，晋江先后涌现出晋江市义务救援协会、
“厝边警察”公安青年志愿队、“白兰花”教师志愿服务联
盟、图书馆“书之香”志愿服务队、东石镇萧下村“巾帼好
媳妇”志愿服务队等一批志愿服务团队品牌。其中，晋
江市义务救援协会获得2020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100”最美志愿组织称号，成为泉州地区唯一入选
单位。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旭日服务队队长黄朝阳获
得2020年度福建省第四批“五星级志愿者”称号。

目前，晋江市在“志愿云”系统实名注册的志愿者
达 27.5万人，注册志愿服务团体近 1500个，覆盖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等各个层面，
形成了立体、多层次的志愿者队伍结构。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
至哪里。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还整合党政群、企社学资源，鼓励
各单位将活动统一到“新时代文明
实践”的旗帜下，既把“规定动作”做
到位，又有出新出彩的“自选动作”，
推动文明实践接地气、聚人气、冒

“热气”。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彰显晋江文化特色、坚定文化自
信，发挥各级南音代表性传承人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7
月17日下午，晋江市“南音进基层，
文化共传承”首场活动走进龙湖来
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活
动现场，南音代表性传承人苏统谋、
郭玲玲、龚锦绵、杨金蝉等与当地南
音爱好者进行交流演出。

龙湖镇南音协会弦友施龙鸳
说：“这样下基层的活动为我们平时
生活在乡镇的弦友，提供了一个向
南音老师们学习和交流的好机会。”

晋江市文化馆馆长郑丽玲表
示：“南音的传承在晋江各个‘非遗’
项目中是人数最多、最具有广泛群
众基础的，南音的生命力就在于通
过活动来促进传承。希望通过这样
的下基层活动，打通服务群众、凝聚
群众的‘最后100米’。”

晋江市文化馆是晋江新时代文
明文化服务平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就在日前，晋江市文化馆荣获
省级“艺术普及志愿服务示范点”。

据了解，晋江市文化馆志愿服务
项目包括文艺演出、展览展示、辅导
讲座、交流培训及为群众业余文艺团
队提供活动场地、指导培训、发放资
料等。文化馆的实体馆年均举办公
益活动超百场，服务超过3万人次；网
站、微信等数字文化服务25.71万人
次；线上直播 7场，服务超过 8万人
次。过去3年，共开展文化志愿服务
73次，服务对象约5.8万人。

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服
务平台着眼满足群众对文化生活的
新需求、新期待，还持续开展了“文
化空间共享计划”。2019年以来，
共创作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

剪纸等文艺作品超500篇（幅、首），
组织开展130场文艺精品进基层公
益性演出、“百场木偶进校园”及文
艺书籍“七进”活动等文艺志愿服务
下乡活动。

除了文化服务平台外，晋江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理论宣讲平台组
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讲师团，涵盖
理论、普法、农技、文艺、“晋江经验”等
11支宣讲分队，市直单位、基层镇街同
步组建230支宣讲小分队，2019年以
来，累计开展宣讲活动超2000场；社
会宣传平台中，晋江市法院开展普法
志愿服务，将民法典宣传列入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活动及“为民办实事”项
目，开展民法典“六进”宣讲活动，累计
进行民法典宣讲37场次。

移风易俗，也是晋江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晋江市
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倡导简办红白
喜事、捐赠公益事业的新风尚，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晋江市慈善总会
接受的移风易俗倡议响应者的捐资
已达16.98亿元。

“天价彩礼”、低俗婚闹等不正
之风一次次触动着人们的神经。日
前，《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同意将三明
市等单位确认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
区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正式
印发，确认三明市、晋江市、武夷山
市等单位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
实验时间为期3年。

近年来，晋江市组织开展泉
州、晋江两级“百个移风易俗示范
镇街、村居”“百名移风易俗带头
人”“百佳移风易俗村（居）规民约”
参评和推荐活动，6个镇街、56个
村居、61个村（居）规民约、75人进
入泉州、晋江两级表彰范围，推进
了五店市传统街区、大埔、围头、御
辇、永和等省、泉州市级乡风文明
联系点及家风家训馆建设。

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移
风易俗工作达到“润物细无声”效
应，开展“防疫有我、爱卫同行”“珍
惜餐食、反对浪费”“爱粮节粮、光盘
时尚”等主题宣传，制作12万张主题
桌贴和《珍惜餐食、反对浪费》桌签，
向群众推广派送公筷7万多双。

青阳街道将移风易俗作为新时
代文明实践重要内容，引导青华、永
福里等五个社区订立移风易俗“新
乡约”，与群众协商、听取意见，共同
推进民俗文化区丧俗改革，南山路

“每逢殡事倍添堵”的现象已不再。
梅岭街道依托实践所站将宣

传、组织、民政等部门的新思想宣
传、“晋江经验”传播、身边故事共同
铭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公民道德
建设、文明社区创建、专题公益培
训、非公党建、工青妇主题活动等整
合起来，推动街道、社区思想工作阵
地和便民服务设施“纵向贯通、横向
联通”，各类设施均向群众开放，实

现“实践在所站、服务有口碑、群众
真满意”。

东石镇创新“1335”工作模式，
做到阵地资源整合、体制机制健全、
服务群众精准“三到位”，串联东石
寨、鳌江书院10个实践点，打造“母
亲的房子”图书馆。

磁灶镇东山村践行“民意问策
—两委商策—支部议策—集体决策
—村民督策”五策管理法，让乡村善
治的共识在文明实践中逐渐积累。

金井镇围头村以党员主题日、
村民主题日、双拥主题日活动为载
体，常态化开展移风易俗、乡风文
明、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

志愿服务为魂
文明实践有支撑

市镇村三级贯通
文明实践有架构

群众在哪里 文明实践就延伸至哪里

润物细无声 移风易俗显成效

结合文明城市创建
基层创新有特色有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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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协助医护人员开展核酸采样。

破除陋习，青阳街道五个社区共立“新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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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文化进基层。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礼让行人，文明出行。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