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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阵地成为亮丽城市名片
南海用活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三级阵地，在服务中引领群众凝聚文明力量，争当省级试点“排头兵”

建设“一所四站”、启用儿童安全
科普基地、举办“书香沥城”活动、开
展红色教育、组建乡村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队伍……在南海区大沥镇，一系
列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正有序铺开，
为基层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这是南海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阵
地建设的缩影。在南海，像这样丰富
多彩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正在通
过各种方式融入市民的生活。

城因文化而兴，城因文明更美。
作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省
级试点，南海区目前已完成“1+7+
30”文明实践格局的打造，建成新时
代文明实践三级阵地754个，形成了
串“珠”成“链”、连点成片的文明实践
阵地格局，在服务中引领群众，凝聚
文明力量，争当省级试点“排头兵”。

在文明力量的作用下，南海经济
提质效，城市换新颜，改革释红利，民
生得实惠，形成了共建文明、共促繁
荣、共享成果的生动局面。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创

新开展新时代基层宣传文化工作和

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将党的声音和关怀传递到百姓心间，

2019年5月起，按照“1+7+30+N”

的建设目标，南海以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为核心，7个镇（街道）相应建

成新时代文明实践所，30个美丽文

明村居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并推

动医院、学校、国企等阵地建设N个

文明实践点，在全区掀起新时代文明

实践建设工作的热潮。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目前，

南海区已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个、所7个、站286个、点460个，

形成了串“珠”成“链”、连点成片的文

明实践阵地格局。遍布南海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已成为党和

政府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明力

量推动社会善治，实现群众思想同频

共振的重要创新载体。

在丹灶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串

联起28个村（居）实践站，成为传播

时代声音、传承传统文化、培育文明

风尚、提供惠民服务等“多位一体”的

宣传阵地，村民在乡村祠堂、榕树头

下就能聆听党课，有效推动思想教育

工作向基层延伸。

在大沥镇，42个社区全面铺开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72个广播点响

起有着地方特色的“文明之声”，及时

向市民传达政策信息、精神文明建设、

自然灾害预警、突发应急事件等资讯。

除了所、站建设，南海还积极发

挥创思驿站的作用，推动民营企业成

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通过开展工匠

精神大讲堂、微课堂、策划产业工人

精神文明活动等，不断提升产业工人

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全区186个

智慧图书馆（24小时读书驿站）、45
个志愿服务V站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组织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将其

打造成为具有南海特色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点。

阵地建到家门口，宣讲送到群众

身边。为进一步丰富理论宣讲的形

式，更好地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南

海区以新时代南海家书为重心，通过

线上打造“南海·家”，线下活用每月发

行10万份的“新时代南海家书”，开设

“讲习所”“党旗红”“大家事”等栏目，

打造奋进新时代的学习平台。

一纸家书，在政府与群众之间搭

建起信息传递、沟通服务的平台，开

创了南海新时代群众工作新局面。

如今，每月阅读家书，知晓各级新政

策、分享身边新鲜事，已成为南海市

民的一个习惯。

此外，南海还组建了“1+7+N”

宣讲队伍，整合各类讲师资源，加快

推进新时代南海讲堂建设，通过“阵

地+队伍”，开展“菜单式”宣讲，将新

政策、新理论变成“家常话”，春风化

雨，入目入耳又入心。

“自从有了这个‘大本营’，

大家的精神生活更充实了。”今

年6月18日，位于狮山罗村文

化中心的南海区狮山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揭幕，标志着狮山镇

“1所、75站、155点”新时代文

明实践三级阵地建成。狮山罗

村市民白盛军有空就约上朋友

到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旁边打篮

球。这里已成为狮山镇开展文

明实践教育、举办文化活动、沟

通服务群众的重要精神文明阵

地。

狮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点的建设，是南海区深入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一个缩影。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的阵

地就建到哪里，服务群众的触角

就延伸到哪里。为营造浓厚的

文明实践氛围，推动文化下乡、

文明入户，一年多来，南海区创

新搭建身边人讲身边事、“艺术

四季”、“文化周末”、“我和我的

祖国·筑梦夏令营”等活动平台，

采用故事分享、文艺演出、典型

推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群众

的日常生活，不断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提升基层群众精神文

化素养。

据统计，一年多来，以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为

重点阵地，南海区、镇、村共开

展群众文艺演出、群众性体育

赛事等文明实践活动约7900
场，参与人数约 500万人次。

其中，“艺术四季系列活动”覆

盖人群近 40万，持续举办 15
年的“百村男子篮球赛”已成为

南海全民参与率最高的体育赛

事。

“篮球、龙舟，再加足球，这

些运动把村里的年轻人团结起

来了。”叠南社区居民孔祥津感

慨道，为了比赛，有些在外工作

的队员会专门赶回家参加训练，

“丰富的文化体育运动让大家聚

在了一起，村居的凝聚力更强

了。”

为满足群众个性化需求，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南海

区文明办还发挥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的载体功能，链接“新时

代南海家书”平台，通过每月策

划线下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坚持

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扩大文明

实践活动影响力，镇街以现有文

化资源为载体，不断丰富文明实

践活动内容。

以狮山镇为例，2019年，

该镇开展24场“十进”大讲堂系

列活动，将更多便民、利好的政

策通过这个大平台全覆盖宣传，

传播文明、健康、和谐的理念，让

群众在文明实践中不断提升获

得感和幸福感。

阵地热起来

乡村振兴是全方位的振

兴，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

袋”。位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

的南海，深谙此道。早在20世
纪 90年代,南海就通过率先

“贺文明”,激发人民群众文明

建设的热潮,掀起了南海的文

明新风。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当

前，南海正全力推进广东省城

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

设，通过打造“美丽文明村居”

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一

系列行动，积极营造文明村风、

民风、家风，让岭南文化、文明

风尚、现代人文植根村居，在服

务群众中凝聚引导群众，不断

提升文明城市的内涵和气质。

以桂城街道为例，在去年

启动的“五星文明家庭”命名活

动中，共10372户星级文明家

庭获得命名表彰。南海区、桂

城街道两级领导带领机关驻点

团队和社区干部上门“贺文

明”，再造全民看齐文明家庭、

争当文明家庭的良好风尚。

让村民爱上自己的家园，

自觉成为文明践行者、传播者，

共享发展红利，这样的愿景在

南海很多乡村已经实现。

在西樵松塘村，每位村民

都是导赏员，每名游客都有机

会享受免费的导游服务。西

樵松塘村的金牌解说员区叔

说，随着古村活化、美丽文明

村居创建工作的推进，松塘村

的景色越来越美，村民越来越

自豪，都愿意以“主人公”的身

份向游客介绍松塘历史文化。

一手抓文明实践，一手抓

志愿服务。南海还积极创新

“党建+社工+志愿者”的志愿服

务模式，加强志愿服务制度化

建设，使助人为乐、邻里互助蔚

然成风，通过文明互动来引领

群众汇聚向上、向善的正能

量。目前，南海已挂牌成立南

海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统筹

全区2352支注册志愿服务队

伍，建立区级志愿服务总队，统

领全区志愿服务工作。

自觉清洁家园、拾金不昧、

看望孤寡老人、护送迷路的小

孩回家……这些暖心的邻里互

助、好人好事、志愿活动每天都

在南海的大地上悄然发生。一

件件红色、黄色的志愿马甲在

城市、乡间穿梭，成为南海街头

巷尾最美丽的风景。

时光流转，文明不衰。如

今，文明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

融入南海人血液中一股无形的

精神与力量。特别是今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南海广大

志愿者成了“最美逆行者”之

一。他们主动请缨，走上街头，

深入车站、社区，用心用情服务

温暖群众，守护家园平安，筑牢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战疫防

线，在疫情防控中推进精神文

明建设，共同书写了这座城市

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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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沥太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村民进行文体活动。

■从“敲锣打鼓贺富”到“贺文明”，桂城石石肯社区，狮队上门祝贺“五星文明家庭”挂牌的家庭。

2020 年国庆中秋期间，千

灯湖上演了一场万众瞩目的灯

光秀。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整个城市中轴线，流光溢

彩，星光璀璨，点亮了半个南

海，惊艳了广佛同城。醒狮争

雄、龙舟竞渡、南海功夫，成为

灯光秀的重头戏，秀出了南海

的独特城市品质和城市形象。

说起南海功夫，人们一定不

会感到陌生。南海功夫和黄飞鸿

的无影脚、叶问的咏春拳一起，早

已名扬四海。南海功夫和岭南文

化一脉相承，发源于民间，勃兴于

民间，有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有南海人的地

方，就有南海功夫。南海功夫，展

示出南海人的精神风貌，彰显出海

纳百川、团结奋进、敢为人先、脚踏

实地的南海精神。在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中，对于南海功夫和功夫

精神，南海人同样有着不一样的

诠释。

一是传承创新。南海功夫

的各门各派，一般由各代传人

和掌门人执掌门户，武学传承，

脉络清晰。每代传人和掌门

人，无不以传承创新光大门楣

为荣。南海文明实践同样注重

传承创新，从 20 世纪九十年代

创建文明村文明户和文明城

镇，形成“全省学二南”的南海

经验，到本世纪初创建千村和

谐文明村，全区推进美丽文明

村居建设，再到 2019 年全区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省试

点工作，每个时期的南海文明

实践，从南海文明创建的辉煌

历程中吸取经验，在前人的基

础上不断创新工作内容，做到

传承有序，推陈出新。

二是博采众长。不管是咏

春拳、龙形拳、白眉拳和蔡李佛

拳等本地门派，还是洪拳、少林

拳等北派武学，在南海都有众

多的传习者。各门各派都能摈

弃门户之见，海纳百川，博采众

长，南派功夫和北派武学融会

贯 通 ，形 成 独 特 岭 南 武 学 风

格。南海文明实践同样注重学

习先进城市经验，不断丰富工

作内容，同时发挥基层村居社

区干部群众创新创造能动性，

及时总结各地好的做法，然后

在全区推广，形成新时代文明

实践的南海经验。

三是艺工融合。南海人一般把

功夫练习者称为“会家子”，把练习功

夫称为”食过夜粥”。其实，这些“会

家子”，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

他们把制铁、屠宰、卖鱼、木器、舞狮、

龙舟等日常生产生活和功夫练习紧

密结合，一边生产一边学艺，做到艺

工融合，互相促进。南海文明实践活

动，同样把文明创建与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结合起来，与推动城市化进程联

系起来，发挥文明实践的作用，凝聚

社会共识，形成强大精神动力，推动

乡村振兴、村级工业园改造和城乡融

合等全区中心工作。

四是务实致用。南海功夫从

不讲究花拳绣腿，很少表演性套

路，一招一式全从实战出发，简洁

而有力，力求致用务实。南海文明

实践同样注重从工作实践中摸索，

不管是美化村居环境，提升城市管

理水平，还是传播新思想，引领新

风尚，文明实践工作的一招一式，

都是从切实满足群众需求着手，讲

求实效，绝对不搞形式主义。

五是根基深厚。南海功夫

有极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全区

有近百间武术会馆，众多武术

培训机构，村居社区、祠堂和学

校 ，都 是 传 习 武 术 的 重 要 场

所。每逢传统节日和重大庆

典，海外乡亲省亲，龙舟醒狮和

功夫表演，都是必不可少的节

目。南海文明实践同样社会基

础深厚，全区各部门分别推进

平安南海、健康村居等创建活

动，广泛开展美丽文明家庭等

评选活动，七个镇街一镇一品，

打造各具特色的文明实践活动

品牌，广大市民踊跃参与文明

餐桌、垃圾分类、文明交通和志

愿服务活动，全区正在形成文

明实践的良好社会风尚。

六是名人效应。南海功夫

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典型人物

代表，黄飞鸿、叶问、“卖鱼强”、

“猪肉荣”，他们是众多功夫练习

者中的佼佼者，代表着南海好功

夫的形象。他们的事迹，同时也

在激励着后学者。南海文明实

践，同样有一大批先进典型人

物，南海好人、新时代好少年、新

乡贤、学雷锋标兵，以及关爱之

星，树本之星，至善之星，孝德之

星，还有一大批大城工匠，他们

都是南海文明实践的代表人物，

彰显着南海文明城市形象，他们

的事迹，同样在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南海人不断进步。

练就南海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好功夫
◎蓝格子

风尚新起来

讲学活起来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