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 2019年启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以来，灵丘县、云州区、云冈区分别作为中央、省、

市级试点先行先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其中，以常态长效组织学雷锋志愿服务为抓手成为共识并着力推

进，培育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营造出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增强了基层凝聚力，提振了群众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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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志愿者规范化注册是创建文
明城市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市文明办
相关负责人说，依据《志愿服务条例》等
法规要求，为推进志愿者网上实名注册
工作，进一步壮大我市志愿者队伍，按照
创建文明城市测评指标要求及创建“志
愿之城”的实际需要，从 2019 年起，全市
18 类学雷锋志愿服务组织全部实行“一
张网”（中国志愿服务网——全国志愿服
务信息系统）注册。

根据有关要求，全市注册志愿者人

数占常住人口的 13%以上，其中城市建
成区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常住人口的 20%
以上。同时，市文明办对 18 类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有明确规范：党员志愿服务、
青年志愿服务、老年志愿服务、学生志愿
服务、巾帼志愿服务、职工志愿服务、红
十字志愿服务、社区志愿服务（邻里守望
志愿服务）、平安志愿服务、文化志愿服
务、科普志愿服务、普法志愿服务、文明
交通志愿服务、文明旅游志愿服务、关爱
山川河流志愿服务、服务百姓健康志愿

服务、志愿助残阳光行动、精准扶贫志愿
服务，要积极引导各行业、单位工作人员
注册成为志愿者。

按照全国文明城市、山西省文明村
镇 测 评 体 系 及 创 建 文 明 校 园 、申 报 学
雷 锋 志 愿 服 务 站 点 相 关 要 求 ，全 市 已
经 实 行“ 一 张 网 ”注 册 ，凡 大 同 市 内 的
各 级 各 类 志 愿 服 务 组 织 和 志 愿 者 ，无
论 之 前 在 哪 类 志 愿 服 务 信 息 系 统 注
册，都要统一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
统”实名注册。

新风劲吹，志愿服务遍地开花
——我市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扫描

多年来，大同公益达人张振山每天
都要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一则“志者同行，
爱传天下”志愿者招募令。平日里，在大
街小巷、网络平台或者驻天镇县贾家屯
乡北冯窑村，总能看到他组织志愿服务
活动的身影：在街头倡导绿色环保出行，
在网络上呼吁拒绝冷漠，在帮扶村扶贫
济困……

目前在多家爱心公益组织任职的张
振山说，改革开放之初，各种机构沿用

“学雷锋、做好事”的方式年年开展活动，
但往往流于形式化、短期化。直到 1987
年全国第一条志愿服务热线开通，及至
大同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大同市学雷锋

联组协会、大同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等
志愿组织成立，我市的志愿服务体系建
设逐渐完善，陆陆续续开展的志愿服务
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市精神文
明建设，提升了市民文明素质。

“每次去福利院或偏远农村搞志愿
服务活动，我都要和孩子们一一拥抱。”
张振山说，志愿服务对于自己是心灵的
净化，他愿意以自己的坚持带给受助群
体更多关爱。从起初局限于每年的“学
雷锋日”到后来“有时间就做志愿者”的
全民参与，以服务社会、服务他人为目的
的公益事业逐渐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志
愿服务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

素，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像张振山

一样长期坚持做公益的志愿者越来越多
了，志愿服务内容逐渐扩大为助残济贫、
社区禁毒、法律援助、心理咨询、义诊服
务、疫情防控、赛事服务等，形式也日趋
多元化。此外，我市一些活跃在网络上
的志愿者，正以开放、自由的个性，真诚、
感人的行动，默默奉献着。

“跨越空间限制，在更大范围内整合
资源，聚合点滴爱心，形成涓涓暖流。”张
振山认为，网络志愿服务激发了爱心人
士的公益热情，一定意义上，“互联网+”
让志愿服务更精准、更高效。

志愿服务内容丰富形式多变 化

实行志愿者“一张网”注册规 范

2019 年 2 月，灵丘被确定为山西省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当年
10 月又被确定为全国试点县。该县按照
中央、省、市要求，大胆探索，全面推行

“一个目标、两个抓手、三个到位、四个强
化、五个融入、六个着力”的工作举措，试
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灵丘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勇探索、创模
式的经验值得借鉴，其中推行的“两个
抓手”建出特色、显出成效。一是以基
层所站和实践项目为抓手，实现“凡有
乡村就有基层所站，凡有基层所站就有
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二是以志愿服

务活动为抓手，调动群众积极性，使文
明实践成为自觉行动，开创“凡有群众
生产生活的地方就有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活动”的新局面。

灵丘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整合文
化馆、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等 18 个公
共 服 务 活 动 场 所 ，建 立 了 12 个 实 践 基
地。各所站统筹综合文化站、卫生院、司
法所、党群服务中心、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等公共服务资源，广泛设置了新时代文
明实践基地，在全县形成各具特色的服
务阵地。同时，组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总队和 18 支志愿服务队。各
实践所站组建了“3+N”志愿服务队，“3”

指 的 是 党 员 、乡 贤 、巾 帼 志 愿 服 务 队 ，
“N”指的是若干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
志愿服务队伍。

值得关注的是，灵丘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以“山水北泉”实景演出为龙
头，唱响乡村特色文化品牌，引导农村文
艺爱好者加入到当地农村文化志愿服务
队伍。全县乡村成立了 30 多个农民志
愿小剧团，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创排了一
批具有乡土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
作品，农村群众是舞台的主角，也成为新
时代文明实践的生力军。去年，“山水北
泉”实景演出志愿服务项目荣获“山西省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
做好事。如何更好地弘扬雷锋精神？记
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全市各类志愿服务
团队常态化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充分
体现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精神，志愿者们用热情和行动赢得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达到了“召之即来，
来之能干”的良好社会效果。

成立于 2009 年的市青年志愿者协
会，成员都是志愿从事社会服务事业的
各界青年和社会公众，随着我市志愿服
务事业的蓬勃发展，青年志愿者队伍也
迅速壮大。“对登记注册的青年志愿者，
协会都会结合志愿者的基本情况和志愿

意向开展专业培训，合理分配服务项目，
不定期组织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市青年
志愿者协会副理事长郭俊杰说，近年来，
协会成员参与了一系列高规格的志愿活
动和赛事服务保障，感召、带动、影响着
更多人传递人间大爱和社会正能量。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主体力量是
志愿者，主要活动方式是志愿服务，通过
建立完善机制，促使志愿服务项目化常
态化品牌化，进而引导文明实践工作深
入开展。”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去年
全市召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
推进会，推进试点工作“深化拓展”“全面
覆盖”。目前，平城区已建起区、乡（街

道）、村（社区）三级文明实践体系，乡（街
道）文明实践所（站）全覆盖，成立了三级
志愿服务队 255 支，通过文明单位、文明
村镇、文明社区、文明校园和文明家庭创
建，开展专业性强、领域广的志愿服务，
形成城市核心功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发
展新格局。

今年，我市将聚焦更好满足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因地制宜开展经
常性、面对面，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
活动，“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
哪里”，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为万众
归心的综合平台、汇聚民心的精神家园。

本报记者 孙露

灵丘“3+N”模式打造样板

服务项目化常态化品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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