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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覆盖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覆盖全市

建社会治理抓手建社会治理抓手
搭志愿服务舞台搭志愿服务舞台

[数说目标]

■益心益意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这个看上去“高大上”的“专有名词”，将出现在你我的身边。近日，上海市建
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部署会在友谊会堂召开，市领导对这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本市将
以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为使命任务，结合上海实际，以区、乡镇（街道）、村（居）三级为
单元，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面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

这个即将覆盖全市的新阵地，不仅将推动学习宣传理论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创新开展文明创
建，还将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广泛开展敬老助老、救孤助学、帮困助残等文明实践活动。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建设阵地
各区区委书记“挂帅”

去年，中央在全国12个省（市）
选定了50个县（市、区），开展第一批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按
照中央统一部署，长宁区、静安区、闵
行区、金山区、崇明区等5个区列入
第二批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试点县（市、区）范围。同时，结合
上海实际，全市其余11个区也被列
入本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
点范围。

按照日前市委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
作的实施意见》要求，上海将以区、乡
镇（街道）、村（居）三级为单元，依托
区域内具备条件的现有场地和设施，
在区一级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在乡镇（街道）一级成立新时代文明
实践分中心，在村（居）一级成立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构建覆盖全市的三级
阵地网络。

各区党委将承担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的主体责任，区级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由区委书记担任主任，
区党委或者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担任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总队长。乡镇
（街道）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分中心
由乡镇（街
道）党委
（ 党 工
委）书记担

任主任。村（居）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由村（居）党支部书记担任站长。

盘活阵地
打破壁垒创新社会治理
这样一个覆盖全市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阵地网络，究竟能给我们的生
活带来怎样的变化？会议要求，建设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要统筹整合资
源，创新社会治理。“通过统一调配、
协同运行，打破现有的一些条块束缚
和壁垒，用好用足现有公共服务资
源，把文明实践中心打造成创新社会
治理的工作抓手。”

不少区域早在今年年初已经开
始谋划中心建设。宝山区委书记汪
泓表示，宝山区正依托大数据打造服
务管理一站式、PC移动一体化的区
文明实践中心管理服务综合平台。
该平台包含“一库、双系统、多端
口”——即一个资源库，宣教服务和
业务管理两个系统，以及宝山门户
网、宝山文明网、宝山文明微信公众
号、宝山汇App、社区通App等多个端
口。平台汇聚整合实践阵地、项目、
团队、动态等信息，开发活动超市、点
单派单、基地预约、服务地图等功能，
为区域群众提供快速便捷统一全覆
盖的文明实践服务。

长宁区委书记王为人表示，
长宁区充分发挥文明实践在推进
城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的涵养支撑作用，构建起一个
实践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平台。其
组建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总队，依托古北市民议事厅、葫芦
缘议家社、居民区道德评议台等群

众性自治组织，推动广大群众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积极探索“群众点单、
阵地派单、团队接单、百姓评单”的志
愿服务闭环建设，创新公共服务供给
方式，使志愿服务“精准滴灌”，实现

“群众吹哨，志愿者报到”。

壮大阵地
志愿者数达常住人口13%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自然

至关重要。会议要求，要着力探索精
准化常态化的志愿服务模式，把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成为开展中国特
色、上海特点志愿服务的广阔舞台。

《实施意见》提出，要以党员干部
为核心，以基层群众为主体，广泛发
动各方面人员参与，建设数量充足、
构成多元、扎根乡土、富有活力的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各级领导干
部要带头做志愿者，在职党员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率力争达到
80%，人均每年从事志愿服务时间达
到20小时。基层群众参与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的人数要达到本地常住人
口的13%。

同时，还要加强条块联动，统筹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部
门各系统资源，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以项目资助、结对帮扶、技术援
助、市场对接等方式参与志愿服务。

《实施意见》还鼓励具有专业知
识、专业技能的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
织利用自身特长和优势，为群众提供
专业、优质服务。着力培育一批示范
性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骨
干、组织管理人才及项目运营人才，打
造一批接地气、聚人气、有实效的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品牌项目。“上海稳定、
优秀的志愿者服务队伍，将成为建设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重要力量。”

近日，“冰桶挑战”发起人之一、

美国波士顿学院前棒球手皮特·弗雷

茨因渐冻人症去世，享年34岁。渐冻

人症是一种渐进且致命的神经退行

性疾病，表现为全身肌肉萎缩和无

力，最终导致呼吸衰竭。冰桶挑战发

生在2014年，事实上早在2004年，渐

冻人患者朱常青就开始委托上海“两

会”代表提交有关提案，坚持15年为

该人群发声。目前，她正在为2020年

上海“两会”提案的提交而奔走。

呼吁更多“阳光”照进他们
作为一名渐冻人，上海市慈善基

金会关爱渐冻人及罕见病基金负责

人朱常青表示该人群在实际生活中

需要的帮助非常之多。护理医疗方

面，渐冻人的日常生活无法完全自

理，身边应该时刻有人看护。此外，

相关药物价格非常昂贵，比如能够治

愈脊髓性肌肉萎缩症（Spinal Muscu-

lar Atrophy，简称“SMA”）的药物价

格高达百万美元。它今年已经引入

中国，给患者希望的同时，其高价也

让人望而却步。而神经疾病患者的

遗传基因检测项目，可使其家人提前

做出应对。因此她呼吁让患者享受

医保护理补贴、相关药物纳入医保、

免费基因检测等。

无障碍出行方面，朱常青感受到

上海无障碍出租车的便利和无障碍设

施的改进。但是订车不便、未在指定

地点接人也带来了一定的麻烦。不少

公共区域存在无障碍厕所数量少，坡

道不光滑，甚至无坡道的情况。她告

诉记者，自己基本每天都会外出，非常

愿意接受相关工作人员的邀请，一起

沿着道路走走看看，共同提升无障碍

设施的实用性和便利度。

为更美好的城市发声
上述情况和建议，被朱常青写入

了 2020 年想要提交“两会”的提案

中。自2004年起，她就围绕渐冻人的

不同方面：教育、大病医保、护理、无障

碍设施、残疾证申请等内容，撰写下相

关提案，进而委托“两会”代表提交。

其中，护理补贴和教育方面得到

了较好的回应和解决。前者，2014年

通过上海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一些渐

冻人患者接收了护理补贴；2016 年，

中残联开始向重残人士发放护理补

贴。在“两会”和市教委的努力下，

“‘渐冻人’就学‘零拒绝’”被纳入了

“十二五规划”。这令朱常青和病友

们振奋和激动，这意味着患者们可以

得到完整教育，以及在未来找到工

作、实现价值的机会。但她发现学校

的无障碍设施不够健全，这引发了她

的进一步思考：是否可以建造一些无

障碍的学校？

带着新一年的提案，朱常青希望

借助媒体的力量找到提交代表，也希

望更多人能够关注、了解渐冻人的需

求。“或许有人认为我每年都在提问

题，其实我唯一的目的是想用自己切

身的经历来发声，希望这座城市在关

注和帮助渐冻人等不同人群方面做

得更好，体现其人文关怀。”

青年报记者 周琳琳

渐冻人连续15年
寻委员交“两会”提案

各级领导干
部要带头做志愿
者，在职党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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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每年从事志
愿服务时间达到

20 小时 。

基层群众参与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
的人数要达到本
地常住人口的

13%。

上海市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部署会在友谊会堂召开。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