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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阵地“活”起来，就是要让文
明实践阵地“大门常开”“活动常态”“内容
常新”。如何推动社会化运营可持续发展？
义乌在规范化运营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
探索。

市文明办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和工作
指导，明确了社会组织进驻文明实践阵地

的两种方式：机构入驻和项目入驻。
“实现了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活

动后，基层宣传干部就能集中精力抓管
理。”金彪介绍，他们只要重点把握好“购买
服务、公益创投、项目评审、绩效评估”等4
个关键环节，围绕社会化运营申报条件、项
目设计、服务内容、活动安排、经费保障等
内容，做好统筹协调和意识形态的把关，做
好社会组织的理论学习、项目培训、工作交
流等工作，而把活动开展交给市场、交给社
会组织，让社会组织吸引群众，让群众教育
群众，就能引导形成群众主动参与文明实
践的良性循环。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社会化运营的
道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为此，我市推出
了“老社区+行政村+新社区”“文明单位+薄
弱行政村”“社会组织、两新组织+行政村”等
3种文明实践共建帮扶模式，以巡回宣讲、文
化走亲、活动共办等方式，推进农村文明实
践以强带弱、资源共享、品牌共育。

在创新文明实践共建帮扶模式方面，
江东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提供了生动的
实践案例。

2020年4月底，江东街道整合辖区企
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各方力
量，创新了“1+1+N”实践部落组织模式，
将16个城市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36个

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两新组织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进行结对共建，组成8个实践
部落，并协同统筹开展一系列行动，实现

“站点共建、资源共享、活动共办、难题共
解、品牌共育”，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
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期间，“益起迎亚
运·乐行在江东”活力江东运动邻里节在鸡
鸣山广场火热开场。此后，近一个月内，一
系列富有社区特色的“迎亚运”系列活动在
江东街道各社区接续开展，太极拳培训、击
鼓传花、公益跑等创意活动逐一走进八大
实践部落各文明实践阵地，让运动健身蔚
然成风……

文明实践春风化雨，时代新风浸润人
心。近年来，我市不断盘活现有资源，打造
文明实践阵地，健全志愿服务平台。目前，
全市打造了2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综合体，
实现了城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平
衡协调发展，真正让全市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阵地都“活”了起来。

潮涌催人进，风正好扬帆。在文明实践
这场没有终点的接力中，义乌正以文明素
养升华城市品质，以民生温度彰显发展高
度，以实践之力奏响文明强音，引领广大群
众踔厉奋发新征程，激发共创美好生活的
澎湃动力。

门常开，用活新模式

文明潮涌逐浪高文明潮涌逐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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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义乌，生机勃勃。
这里不仅是世界小商品之都，也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创新之城，更是一座文明诚信包容的品质之城。如今，这里正

涌出一股股文明实践的热潮。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开展以来，义乌紧扣传播新思想、引领新风尚的目标，全域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积极探索新时代文

明实践社会化运营，撬动社会力量，释放创新能量，打通阵地运营、服务供给和培育管理等工作环节，把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打造成“青
年创业创新平台”“文艺网红打卡点”等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场所，真正成为“老百姓放下筷子就想去的地方”，推动居民文明素质
和社会文明程度双提升。

初冬时节，走进义乌各镇街，一支支
志愿服务队伍活跃在大街小巷，一处处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成为群众学
习理论、奉献爱心、服务社会的首选场
所，百姓们发自内心地说：“这些都是义
乌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带来的喜人
变化。”

2018年11月，义乌市被确定为全省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市）。
我市高度重视，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在
组织架构、坚持特色、常态长效等方面下
功夫。2019年10月，义乌升格为全国第
二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城
市，完成了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三级
阵地的全覆盖，让文明的种子植根乌伤
大地，遍地绽放文明之花。

在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我
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先行先试、积极作为，
出台了《义乌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实施方案》《义乌市深入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实施方案》等系列规
范性文件，为怎样建设和建设什么样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指明了方向。同

时，形成由市委书记任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主任、亲自负责，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具体抓，市文明办日常抓的工
作格局，构建市、镇街、村（社区）三级
书记带头抓、多部门齐落实的工作格
局，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提供
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目前，全市建有市文明实践中心1
个，镇街文明实践所14个，社区（村）文明
实践站537个，文明实践点315个，成立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1支，市级
志愿服务分队24支，社会组织志愿服务
队 16 支，全市社区（村）服务小队 1297
支。值得一提的是，14个镇街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均属新建，面积均超过了2000平
方米，宣讲直播室、图书馆、体育运动设
施、舞蹈室等硬件设施一应俱全。全市各
地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创新进行移风易
俗、红色家园、社会组织治理社区等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完 善 的 组 织 机 构 、健 全 的 服 务
平台、充实的志愿服务队伍，让义乌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有了生根发芽
的沃土。

建阵地，汇聚正能量
阵地建得不错，来的人却不多；活动办

了不少，知名度却不高；场馆面积够大，运
营情况却不好……此前，市文明办在考核
检查中发现，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

“这与我们基层一线的实际情况息息
相关。”市精神文明创建促进中心副主任金
彪坦言，“文明实践工作基本由宣传干部承
担，面对丰富的文明实践内容和多样的群
众需求，他们确实有些应接不暇，也难以保
证实践质量的提升。”

市文明办在调研中发现了这样一组数
据：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1000 余家，其中
文化类社团组织98家，志愿服务类社会组
织52家，活跃着340支群众文化团队和近
千名文化志愿者。

为什么不能创新工作机制，发挥政府
引导作用，整合社会力量来深化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呢？

2020年1月，城西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与义乌市融媒体中心签订了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代运营协议，将“望道信仰”“舞乐
文动”“一路有我 温暖前行”等志愿者队伍
力量优化整合，打造“信仰树”宣讲品牌，并
根据居民需求提供志愿服务，切实推动各
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蓬勃开展。

对比社会化运营前后的区别，居民何
大爷感受颇深：“运营团队来了之后，活动
形式越来越丰富了，整个环境也显得朝气
蓬勃起来。没事的时候，我们天天都爱往实
践所跑。”

自今年 3 月双方签订代运营协议后，
义乌市同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汪
蝉蝉便常驻在福田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有了专业的团队，我们便可以更好地
发挥福田学院的‘人才孵化器’作用，实施
文明实践扶持计划，重点做好精品实践站

建设、薄弱
实 践 站 改
造提升、特
色实践站打
造 三 项 工
作，持续建强
实践阵地和志
愿 服 务 队 伍 ，
全面打响‘浙风
十礼 五福义家’
文明实践品牌。”福
田街道宣传干事朱丹
萍说。

一招妙子落，满盘棋皆活。
社会化运营深化拓展了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的建设。截至目前，我市有60个
文明实践所（站）开展了社会化运营，每年
投入经费1200万元。

妙落子，盘活满盘棋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运营得好不好，
受不受群众的欢迎是衡量的标准之一。因
此，群众需求就是文明实践的努力方向。

青年人的头等大事是创业就业。
江东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坐落在电

商基地青岩刘村。2019年9月，“义乌十八
腔”负责人冯剑入驻实践所后，就规划好了

“文明实践—网络平台—电商创业”之间的
关系。他们立足交流平台，通过引入教育培
训、网络经济、文化服务等文明实践活动项
目，形成策划、培训、组织、宣传和落实全链
条服务机制，为广大创业群体提供免费活
动空间。

据不完全统计，江东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已引进创业主体100余家，带动青
年就业3000余人，还衍生了“乡间咖啡馆”

“共享书画室”等新兴业态。同时，“义乌十

八腔”负责制作的“红货郎讲堂”系列视频
登上学习强国平台，受众超10万人。

社区居民崇尚的是时尚生活。
稠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坐落在通

惠门小区内。义乌市青少年服务中心进驻
该实践所后，又有另一番打算。

他们立足互动平台，秉持共建共治共
享理念，积极开展公益创投，引进了42家社
会团队的活动项目，包括了厨帮训练营、中
老年旗袍队等生活类服务项目，构建“义集”
共同体。同时，以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为目标，
搜集7大类34项152个活动“菜单”，单月举
办活动场次最多达102场，每周活动平均20
场，真正让群众走出家门，融入社区。

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是村民们最
大的需求。

去年10月，赤岸镇文明实践所签约社

会化运营团队后，成功打造了“山水赤岸”
旅游服务号，以月均挖掘两条游玩攻略的
推广计划，全维度推进赤岸旅游建设。与此
同时，还通过“山水赤岸”文旅服务队，实现
了“线上预约+线下导游”一条龙服务，打
通“观光客入山、农产品出山”路径，让山水
优势、生态优势不断转换为发展优势。

多年来，我市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文明实践服务，把文明实践服务供给从政
府部门“内循环”转变为社会市场“大循
环”，形成各方共同参与、有序竞争的有利
局面。

据市民政局统计，我市每年有1000余
人参加社会工作者考试，一度成为浙江省
参考人数最多的县市。社会化运营有效激
活了文明实践阵地的“人气”，使广大群众
真正成为最终的受益者。

集“菜单”，激活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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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街道开展
普法活动。

苏溪镇举办艺术邻里节。

赤岸水上市集活动，引来游人打卡。（资料照片）

““信仰树信仰树””宣讲团成员在何斯路村宣讲宣讲团成员在何斯路村宣讲““公勺公筷公勺公筷””使用常识使用常识

文化进万家公益演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