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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所承担的任务，不断研究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

（二）强化作风建设引领，推进文明培育行动

“ 风 成 于 上 ， 俗 化 于 下 。 ” 党 风 政 风 影 响 民 风 。

要紧紧围绕聚焦作风建设，聚力乡村振兴，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进一步加强全体党

员干部党性修养和品德修养，强化党纪观念意识，切实

转变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牢固树立宗旨意

识，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自觉和担当，发挥好

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带头遵守社会公德，践

行职业道德，培育家庭美德，提升个人品德。以创建省

级文明城市为统领，持续深化“文明餐桌、文明交通、

文明旅游、文明上网”等文明行动，教育引导广大群众

树立“环境美、风尚美、人文美”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深入开展文明单位创建，着力规范机关行为，提升

工作效能，切实解决庸、懒、散、慢、拖、瞒现象，以

优良党风、政风引领民风持续向善向好。

（三）深化拓展文明实践，提升群众文明素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

焦群众组织难题和教育难题，做出了建设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的重大部署。按照工作要求，我们要充分发挥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作用，紧抓重大节庆，采用“文艺+

宣讲+服务”的形式，创新策划实施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

志愿服务项目，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

来，引导更多乡贤骨干、身边榜样、五老人员等力量参

与到乡村治理之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社会治理

体系，让文明实践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同时，把实践

文明作为检验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标志，与乡村文

化振兴和巩固“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成果紧密结

合起来，形成工作合力，综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传播新

思想、引领新风尚。要持续深化“鹮乡易俗会”“新风

放映站”“鹮乡有理”“家风大讲堂”等品牌志愿服务

项目，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经常、融入日常，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

（四）大力遏制低俗陋习，榜样引领文明新风

一是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俗话说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要紧盯基层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走在前列，争做移风易俗的倡导者、文明新风的

推动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要带头抵制讲排

场、比阔气、大操大办等不良习气，用实际行动去感染

群众。

二 是 要 发 挥 “ 一 约 五 会 ” 作 用 ， 切 实 维 护 公 序 良

俗。紧抓文明提升工程的四季评议契机，引导那些德高

望重、热心公益、组织能力较强的老党员、老干部、道

德模范等乡贤骨干担任“五会”成员，让他们积极参与

到乡村治理中，成为时代新风的传播者和领路人。

要 在 尊 重 传 统 、 破 立 并 举 的 原 则 下 ， 既 要 有 行 政

引 导 营 造 “ 软 环 境 ” ， 更 要 用 好 用 足 村 规 民 约 “ 小 宪

法”，通过村民自治制定“硬杠杠”，让“硬杠杠”管

住“穷讲究”。重点对婚丧嫁娶操办的规模、流程、礼

金限额、酒席桌数和档次、烟酒规格等作出明确规定，

体现“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喜事俭办”的文明风尚。

三是要发挥榜样作用，有效引领文明乡风。要把先进

典型评选作为文明提升工程的重要抓手，通过四季评议，

评选“十星级文明示范户”“最美家庭”“好媳妇”等先

进典型，让更多的身边典型感染影响身边的人。

（五）用活基层文化阵地，打造群众精神乐园

发挥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建设服务功能齐全的文化

基础设施和较高水平的镇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推进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发挥农家书屋、乡村大

舞台作用，用文化涵育乡风文明。推进“好书进万家”

“全民阅读公益行”“书香润校园”等“书香洋州”建

设，举办“读书之星”评选、经典诵读、文化讲座、创

编文艺节目等活动，引导干部群众热爱读书、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组织干部群众广泛开展“守家规、亮家训、

传 家 风 ” 活 动 ， 萃 取 家 风 家 训 精 华 ， 挖 掘 整 理 一 批 弘

扬传统美德、突出时代要求、贴近生活实际的“百姓家

训”，让好家风支撑起好村风、好民风。同时，综合运

用电视、网络、新媒体等传播载体，整合资源，以群众

喜闻乐见、富有感染力的传播宣讲形式，深入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家庭、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进

机关、进企业，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群众求真向善。

加 强 公 民 思 想 道 德 建 设 是 一 项 春 风 化 雨 、 润 物 无

声的系统工程，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

体实践。各镇街、各部门只有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

想，充分发挥职能优势，通过宣传宣讲、示范引领、激

励先进、鞭策后进等形式，发动所有群众，推动文明创

建、文明提升、文明实践、文化惠民“四文融合”，绵

绵用力、久久为功，引导每位公民尤其是党员干部积极

投身做移旧俗、除陋习、尚科学、倡新风的倡导者、建

言者、践行者和传播者，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让文明之花开遍鹮乡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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