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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运用各种新闻媒介，积极开拓网上
理论宣讲平台，将宣讲活动延伸到网上，努
力在网上形成和强化“二次宣讲”效果，打造
“百姓宣讲直通车”的网上品牌。

管城区积极运用新媒体，通过“管城宣
传”官方网站，开展网上展演，运用“商都管
城”微信公众平台及时发布巡演宣讲动态，
推动理论宣讲走进基层、走进群众。

惠济区通过政府网站、官方微博、
QQ 群、微信群、短信平台等渠道，对“百
姓宣讲直通车”进基层宣讲巡演活动进
行及时宣传报道，活动氛围浓厚，社会反

响强烈。
今年以来，郑州市又组织开展“党的创

新理论万场宣讲进基层”活动，将其作为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载体，用好 7支
宣讲队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新闻工作
者、文艺工作者、代表劳模、党员志愿者、青
年机关干部），抓好6个宣讲渠道（进企业、进
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站），搭
建 3个宣讲平台（实地宣讲、报台宣讲、新媒
体宣讲），扎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郑州大
地落地生根。

二次宣讲效果突出

助人为乐，无私照顾瘫痪同事
10年的 80后退伍军人孟哲；见义
勇为，为街头意外生产孕妇搭建
“临时产房”的郑州马路产房爱心
集体；敬业奉献，无微不至服务乘
客 32年的公交车长徐亚平；孝老
爱亲，带着植物人妈妈上大学的
95后孝女底慧敏……2017年，郑
州 6名个人和 2个集体先后上榜
“中国好人”榜，不断涌现的“郑州
好人”，像熠熠生辉的群星，照亮了
城市的道德天空，构筑起城市道德
建设的新高地。

近年来，郑州市牢牢把握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条

主线，建立培育、选树、宣传、关爱、
礼遇、回馈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
有效机制，不断壮大“郑州好人”群
体。政府建立“郑州好人”评选机
制，借助社会和新闻媒体发现好
人，建成了全国省会城市首家“好
人馆”。创新爱心回馈机制，让“好
人”有“好报”。

2018年 3月 31日颁布实施的
《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首次
以法律的形式要求政府及有关部
门建立健全文明行为先进人物表
彰奖励制度、礼遇制度和困难帮扶
制度，鼓励用人单位同等条件下优
先录用和聘用道德模范、文明市

民、优秀志愿者等先进人物。在好
人激励机制作用下，郑州成为全国
唯一一个连续三年产生感动中国
人物的城市，2016年、2017年度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大数据十大上
榜城市，先后涌现出道德模范 148
人，感动中国人物 9人，中国好人
79人，河南好人 23人，文明市民
2040人。

如今，“郑州好人”已经不仅仅
成为一个群体，而是升华为“郑州
好人”现象，并演变成“好人效
应”，“存好心、做好事、学好人、有
好报”的价值导向和良好风尚正在
全社会形成。

基层巡演 理论宣讲滋润心田
□郑报融媒记者 张翼飞 文/图

大爱无疆 文明之花绽放郑州
□郑报融媒记者 裴其娟/文 丁友明/图

老百姓最爱听故事，特别是那些
接地气的凡人小事。对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宣讲，首先讲述发生
在荥阳的“婆媳让水”的故事，之后安
排《做人就要做好人》的民谣说唱歌
曲，通过历史故事讲述和歌曲演唱的

配合，让群众受到启发和教育；根据
新型城镇化建设创作的戏剧小品《杠
头亲家》《社区新唱》等，把理论热点
落到群众熟悉的典型事、具体事、眼
前事上，引导群众从小故事中感悟大
道理，得到大收获。

用小故事演绎大道理

完善顶层设计，让志愿服务成为精神文明建
设的“助推器”；通过织网加密，让乡村少年宫成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台；落
实回馈机制，让好人好报成为一个城市的良心。
近年来，郑州市不断创新精神文明建设的手段和
载体，以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凝聚了人人投
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满满正能量。

在郑州火车站东广场，两个叫
“红房子”的志愿服务站被称为
“最温暖窗口”，这里常年活跃着
一群“爱管闲事的老头老太太”，
他们就是专为过往旅客提供服务
的郑州市老年雷锋团，地铁口怎
么走、进站口怎么走、西广场怎么
走、××路公交在哪里坐……这些
问题他们写在本上、记在心里，随
时解答旅客的询问。“老年雷锋
团”还有一本专用存折，用来帮助
丢失银行卡、无法接收家人“救急”
钱的旅客办理转账，至今转账流水
已达7万余元。

日前，郑州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市文明办主任裴保顺做客中国
文明网《志愿服务大家谈系列访
谈》栏目，推荐包括老年雷锋团在
内的郑州市志愿服务项目。

近年来，郑州市把学雷锋志愿
服务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坚持顶层设

计，紧紧抓住志愿服务制度化这一
主线，以“五个强化”推进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促进了市民文明素质
和城市文明程度双提升。

强化党的领导，发挥先锋作
用。在试点社区深入推行在职党
员到社区报到、党员志愿服务队进
驻志愿服务站活动等工作模式，并
将这一特色模式固化与提升，在全
市推广。

强化阵地建设，融入百姓生
活。累计建成学雷锋“文明使者”
志愿服务站 955个，并建立了站点
考核、以奖代补等制度，市本级财
政累计投入奖补资金200余万元。

强化项目运作，提供精准服务。
发布了《社区志愿服务项目指导目
录》，为各类项目实施提供依据。实施
郑州市志愿服务项目资金援助工程，
为71个优秀本土项目提供了资金援
助、技术支持和共享平台。

强化能力培训，提升服务水

平。建立了郑州市志愿者培训联
盟，年均实施 12次大型骨干志愿
者培训，直接和间接受益志愿者达
5万余人。

强化褒奖激励，实现“德者有
得”。“玫瑰余香”计划、“时间银
行”、“雷锋超市”、“志愿伙伴成长
营”等成为先试先行的生动实践。
建立了“郑州好人关爱慈善基金”，
完善了涵盖物质奖励、精神激励、
政策倾斜、政府礼遇等6个层面18
项内容的志愿者嘉许回馈体系，保
证了各项“道德红利”落到实处。

目前，全市注册志愿者达153.1
万人，志愿服务团队 7303个，志愿
服务项目4470个，其中常态化运转
的志愿服务项目 330个，培育了全
国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 9
个，项目化运作和志愿服务激励回
馈机制建设经验分别于 2015年、
2017年入选中宣部创新案例。

郑州市将理论点评作为“百姓宣讲直
通车”进基层活动的重中之重，把深奥的
理论通俗化、抽象的观点具体化、高深的
道理浅显化，发挥好理论宣讲在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重要作用。加
强与受众的互动交流，会拉家常，会用
“微言网语”，使理论宣讲深入浅出、成风
化人。

在新郑新华路小学少年宫
内，计算机室、图书阅览室、音乐
室、舞蹈室、手工室、版画室等应
有尽有，免费向孩子们开放，孩子
们在这里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
趣的内容进行学习，不仅享受了
多彩的童年，不少还成长为多才
多艺的农村新少年，该少年宫的
版画室还被教育部评选为全国少
儿版画教育基地。

新郑新华路小学少年宫只是
郑州市实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郑州市
认真贯彻中央文明委关于加强“乡

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一系列指示
精神，以“硬件过硬、软件不软”为
目标，通过实施“织网加密”工程
——每年市财政投资625万元自建
25所乡村学校少年宫，2013年实现
乡镇中心校全覆盖，截至 2016年
底，全市共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
337所、城市学校少年宫65个，全部
免费开放，使全市19万余名农村未
成年人从中受益。

通过内引外联和建立激励机
制，充实壮大辅导员队伍，依靠
队伍的活力，实现了乡村学校少
年宫的“红火”。在已建成的 337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中，98%的学
校有特色活动项目，20%的学校
在全市有叫得响的特色活动品
牌，10%的学校跻身全省乃至全
国的特色学校。

如今，乡村学校少年宫已极
大地改变了农村中小学生课外
活动阵地薄弱的状况，成为乡村
孩子兴趣培养的中心、社会实践
的舞台、快乐成长的“大本营”，
成为实现城乡中小学生同步发
展的新课堂，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平台。

织网加密 乡村学校少年宫“火”起来

顶层设计 让志愿服务成精神文明助推器

好人现象 催生郑州“好人效应”

基层巡演 演身边事唱身边人
截至目前，3年来，郑州市共组

织“百姓宣讲直通车”进基层巡演活
动3100多场，实现城市社区、乡镇行
政村全覆盖，基层巡演活动的直接
受众70余万人次。

利用中原大地博大精深的文
化积淀和大爱河南、文明郑州的

正能量，充分挖掘各地历史文化、
先进模范人物等精神文化资源，
从群众熟悉的“典型事、具体事、
眼前事”着手，创作了一批主题鲜
明、形式新颖、感染力强的节目，
宣传普及党的理论成果和路线、
方针、政策。

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
严治党、扶贫攻坚、城镇化建设等内
容，创作了河南坠子《春潮涌动中国
梦》《当代孝媳》，豫剧改编《念奴娇·
追思焦裕禄》，反腐倡廉小品《生日悲
喜》，大鼓书《扶贫书记的一天》，现代

豫剧小品《拆迁之喜》《社区新风尚》，
小品《要嫁就嫁文明户》《你是不是党
员》《算好六本账》等节目，把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贯穿其中，从群众角度
用群众语言讲述发展变化，让群众在
轻松的氛围中了解政策，接受教育，
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用百姓话讲述新政策

以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刑侦
大队长刘成晓等优秀共产党员事迹
为蓝本，对基层党员感人事迹进行
艺术加工，创作了群口快板《说说身
边的共产党员》；以“党员家门口服
务队”老队员胡东乔十年如一日坚
持为辖区居民免费理发的故事，创
作了戏曲《胡东乔赞》；根据“鸡蛋

哥”任庆河的真实事迹编排了小品
《诚实守信鸡蛋哥》；围绕“上街好
人”的先进事迹创作了《好人焦淑
芬》《片医居民一家亲》等节目，紧密
围绕宣讲主题，演身边事，唱身边
人，使群众从朴实的艺术语言中领
悟道理，真正让巡演宣讲活动走进
群众心里。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理论宣讲 深入浅出成风化人

遴选全市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高、宣讲能
力强的专家学者、退休干部和老党员组成理论
点评员队伍，根据文艺节目撰写宣讲词，以小故
事大道理的方式娓娓道来，让群众从朴实的语
言中领悟道理。各县（市）区注重提高理论宣讲

的质量和效果，组织宣讲点评员等相关人员开
展学习培训，要求理论宣讲用通俗的语言，把理
论热点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与群
众的接受习惯和接受水平相适应，提高了点评
人员的业务能力和个人素质。

整合理论宣讲资源

组织宣讲骨干深入基层调研，了解基层理
论需求，为基层群众“量身定做”点评内容，打通
了理论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增强理论点评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金水区邀请辖区退休老干部、老教师作点
评，充分利用辖区艺术团体优势，邀请杨华瑞、

柳兰芳、范军、白军选等名家宣传党的政策理
论，保证了宣讲的质量和效果，深受百姓喜爱。

荥阳市将巡演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相结合，邀请“感动荥阳”年度人物等先进
典型、道德模范现身说理，用身边人讲身边事，
获得群众广泛认可。

“量身定做”宣讲内容

在宣讲过程中充分利用现场互动、有奖问
答、情景交融、视觉艺术等手段，采取“讲”“演”
“展”相结合的形式，把理论宣讲的“单一教育”

变为“生动说唱”，由“专家授课”变为“群众汇
演”，提高群众参与热情，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
接受教育，获得群众广泛点赞。

构建互动宣讲模式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核心就是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
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的。

基层群众需要理论，理论更需要走进基层群众、赢得基层群
众。2015年以来，郑州市组织开展了“百姓宣讲直通车”进基层
巡演活动，将理论与文艺相结合，采用文艺搭台、理论唱戏的理论
宣传新形式，把宣讲真正讲到群众的心坎里。

郑州注册志愿者达153.1万人，志愿服务活动蔚然成风

党的创新理论万场宣讲进基层等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郑州落地生根

“中国好人”优秀公交车长徐亚平

郑州人民医院护士张鑫娜雨中跪地救人广受赞誉

连续十年开展助盲活动的和勤公益负责人张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