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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党的二十大，神州大地披彩霞。二十大，不平凡，
党为人民谋发展，信念如铁气如虹，百年峥嵘迈新程……”

“许多赞歌唱不完，越唱心里越喜欢，如今赶上好时代，日子
过得比蜜甜……”

1 月 30 日，在洛南县城关街道神龟广场、四皓街道柳林
广场，洛南县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文艺志愿服务队用通俗
易懂的方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歌唱农村美好新生活。这
是洛南县开展“乡音传党音·声声润民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的生动场面。

春节前后，在秦岭深处的洛南县，遍布城乡的“红马甲”
深入千家万户，用文艺形式宣讲理论政策，用惠民演出丰富
群众生活，通过移风易俗改变群众陈规陋习，用真情服务对
接群众需求，发挥了文明实践传播新思想、引领新风尚的良
好作用。

2023年以来，洛南县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针对
传统宣讲效果不佳、无宣讲阵地、无宣讲队伍、群众召集难、组
织难、不愿意听等问题，创新机制、创新方式，策划实施“乡音
传党音·声声润民心”文明实践项目，建立宣讲阵地、组建宣讲
队伍、精选宣讲内容、选准宣讲时机、创新宣讲形式，通过“诵、
讲、评、演、唱、助”六个环节，为群众诵读经典、宣讲政策及好
人故事、评树先进典型、表演文艺节目、干群同唱红歌、为民办
好实事，让“冒热气”的理论以“接地气”的方式深入人心，达到
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目的。

建立宣讲阵地

“每天茶余饭后，我都会来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为群
众讲讲理论政策、讲讲身边好人，感觉自己活力满满、心情顺
畅。”景村镇御史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副站长高兴地说，御史
村针对群众无学习宣讲阵地实际，在御史庄园内建成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实践广场，同时建设了四为书院、家风家训
馆、村史馆、农耕文化馆，这里已成为广大群众的精神乐园。
在洛南，像这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场所有 200多个。

洛南县针对理论宣讲无阵地实际，统筹全县各类资源、
盘活各种资产，按照“一所一站一特色”的思路，利用移民搬
迁安置点、文化站、旅游景区等场地，积极搭建文明实践阵
地，建成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6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47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N 个，打造
了县级“干部大讲堂”、镇级“理论讲堂”、村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大讲堂”及“道德讲堂”，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广
覆盖的宣讲阵地。同时，建立一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三项机
制，实现全县上下“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推进实施，精准
化对接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党的理论传播工作。

目前，全县建成各类宣讲阵地 400 多个，让“小阵地”发
挥“大作用”，积极有效凝聚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组建宣讲队伍

“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
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在古城镇

中联村，由村干部、片长、留守妇女组成的理论宣讲志愿服务
队，走村入户宣讲党的理论政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

针对理论宣讲无人员实际，洛南县有效汇聚各方力量，
充分整合各类人才资源，积极组建特色、专业的社会理论宣
讲队伍。依托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吸纳党史研究、文旅、
科教、农业、林业、畜牧等方面理论专家，成立县级理论宣讲
团，组建特色理论宣讲队伍 20 支，深入镇（街道）、村（社区）、
部门、企业、学校开展宣讲；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组
建镇级专业理论宣讲队 16 支、村（社区）专业理论宣讲小分
队 247 支，深入镇属单位、村组开展宣讲；依托洛南县志愿服
务联合会，广泛吸纳先进典型、民间艺人、“五老”人员、乡贤
能人等，组建社会理论宣讲队伍 30 多支，深入田
间地头、农家小院开展宣讲。

目前，全县共组建理论宣讲队伍
400 多 支 ，吸 纳 宣 讲 队 员 5000 多
名，志愿者 1 万多名，让“小队伍”
通过宣讲展现“大作为”。

精选宣讲内容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 心 紧 扣 百 姓 所 企 所
盼 、紧 贴 群 众 生 活 实
际，每月制定下发《宣
讲提纲》，提纲内容丰
富，有经典金句、有理
论政策、有身边好人事
迹，为我们开展宣讲提
供了便利。”三要镇永
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站长韩军凯说。

洛南县针对理论宣讲
无主题、内容不精准实际，每
月精选制定《宣讲提纲》，下发
至全县各实践所（站）、各级理论
宣讲队伍，《宣讲提纲》内容包括

“习声习语”“重要论述”“好人就在身
边”三个板块，选取习近平总书记经典金
句，党的二十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身边各级各类好人、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事迹，
推动党的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目前，全县共下发《宣讲提纲》24期、精选金句 120 条、重
要论述 24条、先进典型 24个，各级宣讲队伍通过“小切口”宣
讲反映“大主题”。

选准宣讲时机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景村镇陈秋生、党英存、向新平
立下生死盟约：谁活着就替牺牲战友赡养父母……”

洛南县针对
群 众 群 众 召 集
难、组织难、不愿
意 听 的 实 际 ，选
准 宣 讲 时 机 ，有
效利用群众农闲

时 节 、集 市 日 、春
节及群众纳凉、休

闲、茶余饭后等时间
节点，紧抓党员会、群

众会、院落会及各类慰
问、演出等有利时机，做到

“逢活动必宣讲、逢开会必宣
讲”，让宣讲讲在日常、讲在平

常、讲在经常。由县、镇、村三级书
记带头，各宣讲队员积极配合，深入村

组、田间地头、农家小院，采取“面对面”“一对
一”“手拉手”等形式，深入宣讲党的理论政策、宣讲身边好人
好事，让干部群众感受到党的声音就在身边、好人就在身边、
温暖就在身边。

通过形式多样的宣讲，让“小活动”积极传递党“大声
音”，不断增进广大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创新宣讲形式

“采取方言土语、大白话的宣讲形式，很接地气，群众听

得懂、听得进、更愿意听。”刚刚宣讲完理论政策的石门镇刘
家社区宣讲队队员寇剑飞说。

洛南县针对群众不愿意听、听不懂、听不进的实际，创新
宣讲形式，丰富宣讲内容，采取“诵、讲、评、演、唱、助”6 个环
节开展“乡音传党音·声声润民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采用
群众喜欢听、听得懂的大白话、家常话进行宣讲，讲自家事、
身边事、心头事，变“一人讲”为“大家讲”、变“长篇大论”为

“短小精悍”、变“灌输式”为“互动式”，让宣讲沾满“艺术味”
“泥土味”“情景味”，用“乡音”传递党的“好声音”。其中，诵，
指为群众诵读习近平总书记金句经典，旗帜鲜明宣讲党的理
论；讲，为群众讲理论政策、讲道德故事，把科学理论融入感
人故事，把抽象道理融入鲜活人物；评，集中开展“好媳妇”

“好公婆”、致富典型评选表彰活动，引导群众向上向善向好，
让好人好事蔚然成风；演，为群众表演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通过静板书、快板、秦腔、小品等形式，利用乡言俚语、顺口溜
等方式把大道理转化为大白话，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唱，组
织群众合唱红色歌曲，引导群众感恩奋进；助，由各级党员干
部、志愿者主动深入基层一线，了解群众诉求，开展各种志愿
服务，让群众感受党的温暖，凝聚奋进力量。

去年以来，洛南县开展宣讲 5000 多场次，开展文化演出
200 多场次，举办道德讲堂 120 多场次，评选表彰各类典型
300多名，为群众办实事 1000多件。

如今，在洛南，一场场鲜活的“乡音传党音·声声润民心”
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正在融入百姓生活，一处处生动的理论宣
讲、一次次暖心的服务、一个个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动文
明乡风吹起来、村民生活美起来、群众心田暖起来！

洛南 理论宣讲“冒热气” 服务群众“零距离”
本报通讯员 赵晓翔

“实施两办八不办，两个六条要求严。只办婚
丧两种事，其他一律不许办……”1 月 8 日，山阳县
镇办书记说唱移风易俗暨“丰阳新声”主题文明实
践活动在高坝店镇富桥社区乡村大舞台精彩上演，
吸引众多村民驻足观看。

高坝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晨变身说唱“达
人”，以“说唱+快板”的方式，直指大操大办、高价
彩礼、封建迷信、厚葬薄养等现象，号召广大干群革
陋习、崇节俭，引得现场群众纷纷叫好。

“这个活动搞得好，以前村上的人情礼送、高价
彩礼，大家都叫苦。要多办这种活动，让大家都能
自觉抵制歪风邪气，生活才能越来越好。”富桥社区
居民王长水对此次活动赞不绝口。

这是山阳县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全县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主题活动千余场次，参与群众 9 万余人次。2023
年 12 月 23 日，在陕西省文明实践“十百千万”创评
项目发布会上，山阳县代表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示
范中心交流发言，山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荣获

“陕西省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中心”称号。
近年来，山阳县始终秉持“群众在哪里，文明实

践就延伸到哪里”的理念，不断提升文明实践服务

水平、拓展文明实践阵地建设、壮大志愿服务队伍
力量，以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打

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阵地是文明实践的重要载体，是联系群

众、服务群众的窗口和纽带。
在法官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图书

阅览室里，笔者看到各类书籍摆放整
齐、琳琅满目。书法、棋牌等活动室里
一片欢声笑语，群众在农闲时候，纷
纷走进家门口的文明实践所充电学
习、放松娱乐。

“这个文明实践所弄得好，不管
多大年龄都能在这里找到乐子。农
闲时过来活动活动，也可以看看书，
给我们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姚湾
社区居民李琴称赞道。

法官镇镇长黄铭介绍，自从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建成后，越来越多的人来

这放松、学习。除了各种文化活动外，志
愿者服务队还结合群众需求，开展形式多

样的特色宣讲，引导村民自觉移风易俗，反对
封建迷信，红白喜事从简，履行好自己应尽的

基本义务。镇上还常态化开展“好公婆”“好儿
媳”“身边好人”“五美庭院”等典型评选，弘扬文明
乡风。日前，法官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荣获“陕西
省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所”称号。

为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文明实践精神家园，县上
不断整合各镇办、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

务中心、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乡村学校少年
宫、健身广场等活动阵地，打造县级文明实践中心
1 个、镇办文明实践所 18 个、村（社区）文明实践站
244个，覆盖率 100%。同时，还建成全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云平台”和手机端小程序，为文明培育、文
明实践、文明创建和志愿服务等提供系统性、一体
化、高智能的“云”服务。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基石，志愿者是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主力军。

隆冬时节，寒气逼人，小河口镇杨家湾村的敬
老院里却暖意融融。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 20
多名志愿者为老人送去冬日里的关怀。大家和面、
切菜、拌馅、擀皮，忙得不亦乐乎，不一会儿一盆盆
热气腾腾的饺子就出锅了，老人们吃进嘴里，暖在
心里。

春节前，一群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在“中国好
人”王力的带领下，穿梭在银花镇、高坝店镇、十里
铺街道等地的各个村落，为困难家庭优秀学子送去
助学金，为孤寡老人送去过冬物资。

王力从一个人默默无闻献爱心做公益，到成为
一个有 260 个成员的公益团队带头人。10 年来，
他不忘初心，时刻将弱势群体记在心间，带领团队
奔走在公益路上，感人无数。2023 年，王力被授予
陕西省第七届道德模范称号。

“长大后，我也要像您一样，成为一名志愿者，
用自己的光和热去温暖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让更
多的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美好……”近日，收到
受助学生刘梦遥的感谢信时，王力更加坚定了自己

的信念。
一个志愿者是一个文明阵地，一群志愿者就是

一片文明海洋。“我们广泛吸纳先进典型、党员干
部、乡贤能人等，组建了县、镇、村三级志愿服务队
伍 432 支，注册志愿者 36467 人，形成了互联互通、
全面覆盖的三级志愿服务队伍。”山阳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主任金婧说。

此外，县上通过积极搭建对外交流平台、全面
挖掘县域人才资源等形式，不断提升全县文明实践
宣讲员的政治素养和宣讲水平。同上海交通大学

“声入人心”宣讲团常态化开展校地共建交流活动，
特聘“声入人心”宣讲团成员作为“丰阳新声”特邀
讲师，开展“爱我商洛 爱上山阳”——“把山阳讲
给你”主题宣讲大赛，遴选优秀新时代文明实践宣
讲师 33名。

为进一步提升文明实践的服务水平，打造一批
土生土长、服务精准、群众欢迎的志愿服务项目，山
阳县有效整合志愿服务资源，按照“一村一品牌、一
镇一路径、一行业一亮点”要求，精准设计和实施了

“丰阳新声”、“把山阳讲给你”、点亮微心愿、“筑梦”
爱心助学、“因为有你 山阳更美”等10个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项目，广受群众好评。同时，挖掘培育文明
实践典型案例9个，策划特色志愿服务项目20个。

如今，一场场鲜活生动的文明实践活动融入百
姓生活，一处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串珠成链，一
批批怀揣梦想的志愿者四处奔走，文明实践让山阳
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声音就在耳畔、社会的温暖就
在身边、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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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团队在重阳节为群众送“福“字

春节前春节前，，一群志愿者穿梭在山阳县各个村落一群志愿者穿梭在山阳县各个村落，，为孩子为孩子
们送去助学金们送去助学金，，为留守老人送去冬日的温暖为留守老人送去冬日的温暖。。

在高坝店镇富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在高坝店镇富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践站，，居民闲暇时间在这里练习书法居民闲暇时间在这里练习书法。。

在山阳县城关街道丰东新区社区公益课堂上在山阳县城关街道丰东新区社区公益课堂上，，孩子们孩子们
在大学生志愿者带领下认真阅读在大学生志愿者带领下认真阅读。。

““乡音传党音乡音传党音··声声润民心声声润民心””主题活动现场主题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