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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文明办 2023 年 8 月 31 日

【工作交流】

常州市：“夜实践”惠民育民 “四季歌”常唱常新

南通市：积极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夜模式”

连云港市赣榆区：推动常态化开展夜间文明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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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夜实践”惠民育民
“四季歌”常唱常新

今年 6 月以来，常州市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

导向，持续整合阵地、项目、队伍等资源，以“中吴风雅颂，

文明四季歌”主题活动为载体，充分运用晚间时间，开展形

式多样的夏季夜间文明实践活动，受到群众广泛欢迎。

有效激活阵地，创设群众休闲好去处。针对部分新时

代文明实践阵地内容少、人气低、空心化的客观问题，以

文明实践“夜模式”为牵引，推动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和公共文化、公共服务场所联动开放。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牵头，推出 24 小时秋白书苑、晚 9 点秋白微书房、

“深夜书房”、博物馆“奇妙夜”；住建系统、工会系统、

供电系统等发挥自身优势，全天候或延迟至晚间开放行业

文明实践点 250 多个；市国资管理平台将演艺广场、剧院、

大型公园、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纳入所在街道、社区的实践

所、站服务网络；各辖市（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

所辖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社会招募服务项目、团队，为

文明实践夜间活动的开展提供支撑。

注重贴近需求，打造引领群众好平台。坚持贴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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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积极打造教育群众、引领群众的有

效平台，促进群众自发、自主参与，不断放大新时代文明

实践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独特作用。在“文明常在”—

—新时代文明实践网络云平台发布理论宣讲、全民阅读、

卫生健康、文化传播等服务项目近 900 个，供基层的实践

所、站自主“点单”。推出“公园里的思政夜课”项目，

组织“百姓名嘴”进行理论宣讲、风采展示，推出就是这

“理”系列网络短视频等载体，正向引领党的创新理论入

脑入心。组织“新声代 Yi 起来”市民文化乐享季每周演

出、“村 BA”“村超”体育比赛、文明实践主题夜市等

活动，吸引群众踊跃参与。

积极整合资源，推出服务群众好项目。始终把服务基

层、服务群众作为着眼点，持续推出接地气、冒热气、聚

人气的文明实践活动项目。开设“龙城人才夜市”，用夜市

“烟火气”，为人才服务“聚人气”。利用夜间时段组织老年

人反诈知识专题讲座，帮助市民守好“钱袋子”。围绕暑

期夜市经济规范有序，推动乡镇、街道实践所组织志愿服

务队，开展文明劝导志愿服务，用文明行为给夜市增色。

全市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注重及时总结推广特色项目

做法，努力把夜间文明实践服务办好办实，持续优化新时

代文明实践的路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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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积极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夜模式”

入夏以来，南通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及广场、公园等市民集聚度高的场所，有序开展夜间文明实

践活动，融文艺演出、文化体验、志愿服务等为一体，打造

具有“烟火气”的文明实践新场景。

注重因地制宜，构建多元体验空间。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统筹部署安排，推动文明实践“夜模式”与群众日常生

产、生活、休闲活动有机结合，注入艺术、教育、体育、时

尚等元素，构建集“食、游、娱、体、展、演”等于一体的

多元体验空间。县（市、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合实际

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夜间文化活动类型、场馆选择、宣传推

广等内容。崇川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全区布点开放近

10 处“后备箱集市”，设置趣味运动、公益宣传、公益医

疗等特色摊位；海门区推动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打造

成纳凉点，为居民免费提供报纸书籍、棋牌道具、解暑物资，

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宣讲，推动文

明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融入。

注重寓教于乐，有效丰富文化供给。加大在城市广场、

景区景点等公共空间的活动布局，依托自然景观和人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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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为居民群众和外来游客提供习俗体验、非遗欣赏等项目，

助推文明实践成为流动的文明大课堂。全市各博物馆开启

“文博之夜”活动，推出荷包、剪纸、蓝印花布、沈绣等近

百项特色项目，帮助市民在游览中了解传统文化。如皋市围

绕“你好，邻居”星空夜主题，策划开展护城河“口袋舞台”

实践活动，演出“偶来讲”、吉他古琴演奏等精彩节目。启

东市、崇川区、通州区等地通过文化搭台，助力文旅融合，

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共建共享“文化夜

集”，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注重贴近生活，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积极对接群众需求，

着力把准群众脉搏，设计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

动，发动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共同涵养城市文明气质。如东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牵头 30 多家省市级文明单位推出

“服务有爱”夜市，根据单位职责特点，举办“垃圾分类新

时尚”“诚实守信 文明经营”“崇尚节约 反对浪费”“移

风易俗、弘扬新风”等专场晚会，推动市民在文艺演出中感

受榜样力量，在惠民服务中增进情感连接。开发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推出“星湖人才夜市”，聚焦夜经济，开展夜招

聘，提供政策咨询、创业指导、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海

安市在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广泛开展“乡村夜话”活动，组

织党员干部与群众一起消暑纳凉，听取群众的困难与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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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利民惠民方针政策，着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连云港市赣榆区：推动常态化开展
夜间文明实践活动

今年以来，连云港市赣榆区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等阵地资源，创新打造“夜

赏一艺”“夜读一书”“夜观一影”“夜娱一乐”等文明实

践“夜”模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夜”活动，

持续丰富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

夜赏一艺，打造文明实践“文艺苑”。立足群众文化

文艺需求，在夜间正常向群众免费开放文化馆、小剧场、

乡镇影院等文化文艺服务阵地的基础上，在文化街区、市

民广场等夜间群众集聚场所，搭建百姓文艺大舞台，以广

大群众为主体，以群众自编自导、自演自赏的方式，在夜

间开展“理论+文艺”演出、纳凉晚会、文化展览等特色

活动，做到“周周演、村村到”，形成了“山海之约”广

场文化活动、“星海音乐季”、“每周一艺”等特色活动

品牌，在给群众带来文化“大餐”的同时，推动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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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夜读一书，打造文明实践“书香吧”。充分利用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小镇书房、农家书屋等阵地

资源，拓展服务功能，在夜间免费向群众开放，并组织阅读

推广人等志愿者运用“阅读+分享+游戏”的方式，常态化

开展国学诵读、古诗词接龙、亲子阅读分享会等阅读活动。

为更大程度地方便群众参与，创新推出“小马扎巾帼流动课

堂”“悦读青年说”“我来讲一课”等流动小课堂，引导群

众在纳凉休闲的同时，深刻感受阅读的魅力。

夜观一影，打造文明实践“夜映场”。有效整合城区电

影放映资源，在体育场、休闲公园、社区小区等地设立“榆

见文明夜映场”电影放映点，通过现场征集、线上留言、电

话预约等方式征集群众喜爱的经典、热门电影，每周发布放

映预告，免费播放广受欢迎的热门电影。在放映现场为群众

准备了酸梅汤、绿豆汤等降暑饮品，让群众随时都能感受到

家门口的光影好时光。

夜享一乐，打造文明实践“众乐圈”。紧扣群众夜间时

段精神文化生活特点，不断创新文明实践场景，定向免费向

群众开放各功能室和场馆，开展棋牌大比拼、非遗零距离、

篮球嘉年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娱乐项目，组织志愿者现

场为群众提供辅导教学、讲解演示等暖心服务。通过各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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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实践活动的常态化开展，真正让群众“想来”转化为“常

来”，有效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报：中央文明办

省文明委主任、副主任、委员

发：各设区市、县（市、区）文明委、文明办，省文明委成员单位

（苏简字 1004 号 共印 40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