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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把文明培育作为信仰植入的
“育种”，打造艺术党课、七彩“流动课堂”
等基层理论宣讲特色品牌。图为“碉楼
下的党课”走进基层党员群众。

在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江门
运用“六种思维”工作法有效推动文明城
市“蝶变”。图为江门市区曾经最大的棚
户区，“蝶变”为网红打卡地下沙公园。

郭永乐 摄

随着我市文明阵地“遍地开花”，
提档升级，文明实践项目也更加接地
气、冒热气、聚人气。图为新会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爱心琴房”为学员提
供专业辅导。

近日，江门市机关大院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文明小屋）举办品牌活动“学习进行
时”微课堂——《党心连侨心：侨批中的党
史故事》，干部职工齐聚一堂。“微课堂的
形式很好，讲座十分精彩，让我对侨批有
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市机关大院工作人
员秦璟文说。

在江门，市机关大院创新设立了开放
式、自助式、体验式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文明小屋），并推出“学习进行时”微课堂
品牌，示范带动机关、事业单位和包括侨资
企业在内的社会力量建设具有侨乡特色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基地等120多个。

文明实践是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
践维度，是载体和路径，在其助力下，精神
文明建设之路更恒久更深入。

目前，江门市已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

阵地1500多个。近年来，我市全面拓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通过实施阵地
活化、场所赋能、平台拓展、融合改革“四
项工程”，推动各级文明实践阵地与基层
各类文化宣传、管理服务阵地融合发展，
打造形成更具“侨”味、“乡”味、“趣”味、

“情”味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江门模式”，构
建群众身边的“文明实践服务圈”，奏响富
有侨乡特色的“文明乐章”。

随着阵地“遍地开花”，提档升级，文明
实践项目也更加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

在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爱
心琴房”为学员提供专业的辅导。“‘爱心
琴房’公益辅导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不少
学员跟我们说，这替他们圆了‘艺术梦’，
课时名额一经推出便瞬间被抢空。”新会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副主任陈晚

翠说。截至目前，“爱心琴房”公益志愿服
务项目已为群众免费提供“一对一”公益
钢琴课700多场，让广大市民感受“指尖
上的幸福”。

可见，文艺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结合，可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文艺结对”如何赋能文明实践？立
足长远发展，关键在于建立起精准、务实、
常态的长效机制。为此，我市加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优质文化供给，创
新文艺团体和实践阵地“文艺结对”机制，
推动理论、文艺、文明“三进”高校活动；与
省文联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全省
第二个“广东音乐家新时代文明实践薪火
站”落户江门。

从线下到线上，我市整合资源打造新
时代文明实践“掌上阵地”。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牵头建设“江门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慕课平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凝
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
作用，与互联网“广覆盖”的优势融合并
进，进一步打通宣传、教育、服务、引领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自7月1日上线以
来，已有30多个部门参与慕课平台资源
建设，共收集各类教学视频300多部、稿
件500多篇。

放眼侨乡大地，精神文明建设之果变
得更加甘甜圆润、芬芳惹人。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贵在坚持，接下来，江门将继续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高社会文明程
度、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努力打造展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
果的重要窗口，为推动世界文明互鉴、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江门贡献。

江门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创建、文明实践

汇聚文明力量 赋能高质量发展

书香节期间，我市挂牌
共建100家“无负今日”城
市书房（农家书屋），让城乡
都有“诗和远方”；《“艺术党
课”：推动基层思想政治教
育多场景落地见效》获评
2023年广东省基层思想政
治工作优秀案例一等奖、
2023年度全国基层思想政
治工作优秀案例；新编粤剧
《碉楼》、大型原创红色话剧
《碉楼·寒燕归巢》先后上
演，“碉楼+”屡创精品；从浅
地试水到全面深化，新时代
文明实践“音乐党课”在全
市推广……

今年以来，文明之花在
侨乡大地次第盛开，更好地
对外展示侨乡风貌、广东风
貌、中国风貌。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
神不强。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统筹推动文明培育、
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
展。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
强调，扎实推进文化强省
建设，在努力交出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两份好的答
卷上取得新突破。市委十
四届五次全会提出，加快
建设彰显岭南侨乡风韵和
时代特征的文化强市，为
江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
精神动力。

作为中国著名侨乡，江
门籍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
胞有530多万，是传播中华
优秀文化和讲好中国故事
的文化桥，海内外华侨华
人、世界看中国的文明窗。
江门围绕落实省委“1310”
具体部署，在抓好物质文明
建设的同时，锲而不舍、一
以贯之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以打造“十张城市名片”为
抓手，深化宣传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以文明培育为目
标、以文明创建为抓手、以
文明实践为引擎，用侨乡新
风新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成果，为江门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当热播剧遇上音乐党课，将是怎样
的奇妙体验？

今年电视剧《狂飙》大火之后，新会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特别定制音乐党课
——《你好，“安欣”》，带着众多剧迷、“安
欣粉”们，一同走进取景地之一的新会人
民会堂，重温人民好警察“安欣”的最燃

发言，感受他的忠诚正义。“这种形式非
常好！”听众孙健表示，他从中汲取了向
上向善的力量、感悟了为民情怀，增强了
担当的勇气。

抓好抓实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文明
培育是根本，是目标维度，能为精神文明
建设之路奠定基础。

回望走过的路，江门以文明培育为目
标，持之以恒抓好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实
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注重文明熏陶渗透、
文明细节教育、文明习惯养成，让全城涌
动文明新风。

打造音乐党课，就是其中一个抓手，
起到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在
江门，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以打造信
仰坚定之城为目标，我市把文明培育作
为信仰植入的“育种”，打造艺术党课、七
彩“流动课堂”，全省首创开展“金扣子”
思政课PK大赛等基层理论宣讲特色品
牌，凝魂聚气、强基固本。

一步一个脚印，我市走出一条文明

培育的收获之路——
“七彩流动课堂”参与单位团体超

500个，覆盖党员群众近100万人，入选
2021年全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案
例；

“三下乡”活动连续两年获中宣部表
彰：“碉楼下的党课”获评2021年全国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示范项目，新
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副主任陈
晚翠获2022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活动服务标兵；

“金扣子”思政课PK大赛提升“到课
率”“抬头率”，入选省基层思想政治工作
优秀案例。

时代进步需要榜样来引领，社会文
明进步需要道德的力量来推动。近年
来，我市建立健全推选、帮扶、礼遇、管
理制度，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的选树宣传活动，不断完善礼遇帮扶
机制，群众文明素质得到了极大提升，
涌现出许多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
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各类好人

先进模范。
目前，我市已评选出江门市道德模

范116人（组），其中1人（组）获评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3人（组）获评广东省
道德模范；“江门好人”415人（组），其中
65人（组）获评“广东好人”，19人（组）获
评“中国好人”。

他们当中，有扎根大山深处，把青春
奉献给麻风病防治事业的“中国好人”董
淑猛；有四十九载不离不弃照顾家人的

“中国好人”岑奕浩；有主动走进精神病
患者的生活，为精神障碍群体架起爱的
桥梁的“广东好人”黄晓聪……从个人到
群体，“好人现象”成为推动城市文明前
行的强大动力。

文明村镇、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星
级文明户等先进典型也是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的排头兵。

在“全国文明村”蓬江区杜阮镇长乔
村，甘健威家庭被评为江门市“星级文明
户”。这是一个积极进取、乐于助人的家
庭，家庭成员相敬相爱、互相尊重。“通过

广泛发动村民参加先进人物的推荐评议
活动，我们弘扬优秀的家风和美德，人人
积极向这些优秀的村民学习，并以此作
为自身准则。”长乔村党支部书记张健华
说。

如何让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持之以
恒、常态长效？

为贯彻落实省、市工作部署，市委宣
传部今年出台《江门市加强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十个一”示范工程实施方案》，以
思想道德建设、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文
明培育、文化惠民、移风易俗、乡村治理
为重点，实施“一团一队、一站一宫、一场
一街、一创一评、一约一制”“十个一”示
范工程，推动建设道德美、风尚美、环境
美、文化美、和谐美的新时代“五美”乡
村。

文明风起阡陌间，文化如水润侨
乡。如今，徜徉在江门的大街小巷，礼让
行人蔚然成风、文明宣传随处可见、志愿
服务如火如荼……一街一景、一言一行，
无不擦亮“文明形象展示地”城市名片。

走进下沙公园，视野开阔、碧水静
流、诗意盎然，令人难以想象，这里曾经
是江门市区最大的棚户区。2019年以
来，江海区投入资金对下沙片区进行搬
迁改造，如今这里已成为江门的网红打
卡地，游人如织。

“每天晚餐过后，我们一家人就到下
沙公园散步，幸福感满满！”市民王青之
说。下沙之蝶变，离不开文明创建“这双
手”。

文明创建之风劲吹，让精神文明建

设之路走得更远，成为“提升国民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抓手。

回溯过去三年走过的路，我市以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深化文明创建
工作，交出了一份份亮眼答卷：

2021年，因为“六种思维”工作法推
动城市“面子”“里子”俱进、“颜值”“素
质”齐升，江门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深圳）培训班上作交流发言。江门
2021年全国文明创建综合测评成绩位
居全省地级市前列，2022年，成为中央
文明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巡礼”广东省
首批展播城市。

在这背后，我市文明创建的思维和
实践逻辑是怎样的？

时间拨回到2020年，在市委市政府
的领导下，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运用战
略思维、系统思维、为民思维、创新思维、
专业思维、法治思维“六种思维”工作法，
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品质提升行动，
深入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坚持战略思维，紧扣“一条主线”不
动摇——

江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注重提升政

治高度，增强战略思维，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创建工
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落实到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方方
面面，融会贯通，一体应用，一盘棋统筹。

坚持系统思维，统筹“一张棋盘”谋
全局——

江门在顶层设计上构建主要领导亲
自抓、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司其职、群
众广泛参与的“1+N”多层次管理模式。
同时，实施城乡联建，推动全域创建以及
结对共建，全市20个市级以上文明单位
联系20个镇（街）、109个市级部门同94
个城市社区结对共建。

坚持为民思维，紧盯“一个目标”办
实事——

江门坚守创建为民惠民目标，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满足
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贯穿于创建工作
全过程，近三年完成“十大民生实事”89
项，群众满意率达100%。

这其中，持续开展城市品质提升“八
大行动”，累计推进项目超1070项；近三
年全市新增停车位高达30万个，推动全

市机关企事业单位211个停车场节假日
免费对外开放，提供超1.4万个停车位；
在全省率先全面完成270家农贸市场和
11家圩日市场的升级改造，整治后群众
满意率达96%。

蓬江市场是整个江门市区农产品零
售、批发类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在改造
升级前，基础设施陈旧，卫生死角多，货
物摆放混乱。得益于政府引入社会资本
的合作模式，如今该市场实现了“改头换
面”。“蓬江市场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干净
整洁、异味少，买菜体验非常好。”市民梁
敏玲点赞道。

坚持创新思维，拓展“一批载体”增
活力——

面对文明创建新形势，江门全市上
下不再走老路、弹老调，而是创新系列工
作举措，破解文明创建的难点、痛点，利
用线上线下多个平台载体，广泛发动全
社会积极参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实
现多项创新。

比如，发挥社会公众人物“名人效
应”，邀请刘德华、谭咏麟等10多位江门
籍港澳明星录制视频，集体为江门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加油鼓劲。又如，组织全
市192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团
体近10万人参与传唱《文明在哪里》歌
曲，成为发动群众支持、参与文明城市创
建的创新典范。

坚持专业思维，锻造“一支队伍”夯
基石——

江门在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中，以专业思维培育涵养一支专业化队
伍，通过“走出去学、请进来教、调研中悟、
实践中练”的方式，开展以老带新、业务培
训、岗位实训等各具特色的实践活动，提
升综合素质。

坚持法治思维，强化“一个保障”促
长效——

江门在全省地级市中率先制定实施
《江门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6部地方
性法规，以法治“硬约束”促进文明“软实
力”提升。

在百舸争流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中，我市坚持运用“六种思维”工作法，与
时俱进、走在前列，推动文明城市创建不
断迈向高质量，实现从“案例”到“范例”
的蝶变。

擦亮“文明形象展示地”城市名片以文明培育为目标

实现从“案例”到“范例”蝶变以文明创建为抓手

走出“有形覆盖”“有效赋能”新路径以文明实践为引擎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黎禹君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加强基层思想
政治工作、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作
出的重大部署。《广东省推进文明单位结
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助力“百千万工
程”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六项共建内容，
旨在推动文明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深度融入县镇村三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体
系，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我市2019年全面铺开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经过4年多的努力，已建
成1407个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实现了
县镇村三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全覆盖，还在机关单位、企业、学校、
景点等场所，拓展建设了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驿站130多个，形成了1530多个
点位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体系。

在全省各地市都在推动文明单位结
对文明实践阵地之时，江门如何突破？

“纵深+拓展”
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

“江门模式”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真正目的是打通

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陈冀表示，新时代文明实践根本上
是以人民为中心，因地制宜，多形式、多
渠道、多手段服务基层百姓，江门将贯彻
落实《广东省推进文明单位结对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助力“百千万工程”行动实
施方案》要求，在做好全国、省文明单位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的结对共
建基础上，围绕“纵深+拓展”，打造形成
更具“侨”味、“乡”味、“趣”味、“情”味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江门模式”，形成“纵横
结合”的结对机制，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

“结对矩阵”，为江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大精神动力。

“纵深”是指在已有1530多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阵地这个基础上，做好下半
篇文章，确保我市文明单位与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工作扎实推进、落
地见效。“拓展”则是要聚焦侨乡特色，将
目光对准更广泛的社会力量、资源，充分
调动机关单位、“两新”组织、企业、文化
场馆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各单位自身
优势，建立文明实践点或驿站，并积极与
属地的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工作结合，
将自己的资源对外开放，让周边群众共
享，更好满足广大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

需求。
结对共建是江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的“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陈冀说，“通过强
化纵横交联，形成服务群众的文明实践
矩阵网络，基本实现‘15分钟文明实践

圈’，努力打造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

接下来，市委宣传部将做好“纵横结
合”的结对共建大文章，全力推动全国、
省级文明单位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结对帮扶机制的落实；同时，大力

推动各级文明单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与属地社区结对，打造群众身边的文明
实践点或驿站，以方便、舒适的服务供给
满足基层群众对文化公共服务的迫切需
求，形成具有江门特色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结对矩阵”。

落实“五个一”
推进文明实践阵地
与文明单位结对共建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推进文明单位结
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会议了解
到，我市首批共有10个全国文明单位、
46个省级文明单位、46个市级文明单位
分别与7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73个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35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示范站结对共建。

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我市将坚持分层结对、分批推进、分步
实施，推动结对共建全域实施、全域覆
盖。2023年底，全部市级文明单位完成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结对共建工作；
2024年，各县（市、区）参照市的模式推
动县级文明单位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结
对共建。到2024年底，总体形成共建共
享、互促共赢的共建格局。

同时，我市将加强协调联动、细化工

作措施，按照“五个一”的要求推进实施
结对共建工作，推动结对共建走深走实、
出新出彩。一是形成一套结对共建机制
——专门组织精干力量，成立工作专班，
制定结对共建方案，建立联席会议机制，
每年至少召开1次联席会议，研究制定
结对共建任务清单，建立工作台账。二
是组建一批志愿服务队伍——每个文明
单位至少组建2支志愿服务队，纳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志愿服务总
队，每季度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不少于3次，利用
自身特长为群众提供优质专业服务。三
是开展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各级
文明单位将结合工作职能，开展具有引
领作用的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文明单
位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每季度合作
开展活动不少于3次，机关党员干部参
与率不少于50%。四是建设一批活动
阵地——文明单位将整合各类资源，每
年高质量集中打造1个具有特色的文
明实践活动场所。五是打造一批文明
实践项目——各级文明单位将与结对
共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每年
聚力打造一个有实力有影响、可复制可
持续的品牌项目，持续擦亮结对共建

“双融”品牌亮点。

江门：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结对矩阵”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新突破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黎禹君
通讯员 江轩（署名除外）

江门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结对矩阵”，打造形成更具“侨”味、“乡”味、“趣”味、
“情”味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江门模式”。此前江门在文明实践方面做了不少探索，
图为音乐党课走进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