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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艳阳高照，南川区冷
水关镇杉楠村村民马康安看着地里
熟透的稻谷发了愁。马康安年龄较
大，劳动力欠缺，好不容易种了几分
地稻谷，眼看着成熟了，自己却没法
收割。上午9点多，同村村民汪东
涛带着3名村民和一台小型收割机
出现在马康安的稻田里，几个人分
工合作，不一会儿就颗粒归仓了。
帮马康安把稻谷晒在地坝上，汪东
涛连水都没来得及喝，又和几个人
匆匆离开了。

汪东涛为什么主动带着村民
来帮忙？原来，他不仅是马康安的
乡邻，更是其所在小家的“家长”。
结合当前农村常住人口较少、年龄
普遍偏大、劳动力欠缺等实际情
况，南川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过程中创新探索了“户连网”
新模式。纵向层面，根据“地缘相
邻、感情相近、方便管理”的原则，

“户连网”构建了“村（社区）党组
织+党小组+党群小家”三级网格；
横向层面，根据“志趣相投、产业相
融、自愿参与”的原则，“户连网”组
建了产业、科普、健康、文化等与群
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特色小
家”。小家由党员志愿者、产业带
头人、新乡贤、先进典型等担任家
长。这样一来，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网格”中各类小家让每家每

户都身处其中。家人有困难，家长
自然有义务帮忙。

家长帮家人，家人间互帮。人
人都是受益者，人人都是参与者。

“小家”家长人熟、地熟、民意熟，定
期开展“敲门行动”，实施“问生计、
问诉求、问建议、问良策、问经验，红
白事必到、家庭困难必到、矛盾纠纷
必到、合理诉求必到、突发事件必
到”的“五问五到”服务。目前，全区
2万余名骨干志愿者通过“五问五
到”遍访工作，征求群众意见7560
余条，帮助解决各类急事难事1600
多件，真正做到“事有人管、难有人
帮、诉有人听、苦有人问、喜有人
贺”，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把温
暖送进群众心里、把矛盾化解在基
层一线。

今年夏天全市各地高温干
旱，森林防火一度成为全区干部
群众心上绷得最紧的弦。南川
区鸣玉镇文化社区“蔬菜小家”
家长严群英就发挥家长作用，利
用晚上的时间录制了森林防火
及蔬菜秋种注意事项的微视频，
不仅在小家群里得到大家的积
极回应，还在全镇范围内广为传
播，为森林防火工作作出积极贡
献。并且还依托“鸣玉稻香渔
歌”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
开展“石牛播报”理论微宣讲，由

骨干志愿者、“小家”家长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群众宣
传党的政策方针，得到大家的热
烈欢迎和认可。

在石溪镇盐井村，“百姓名嘴”
刘建红组建起“耕读人家”，梯田田
坎上、网红民宿里，一张板凳、一把
蒲扇就是他的宣讲道具，不时组织
村民和游客开展读书活动、理论宣
讲，用乡音乡语传递党的声音、回应
群众关切。

在德隆镇陶坪村，村民通过“陶
坪人家”议事会共商发展大计，齐心
协力发展乡村旅游，开设农家乐19
家，解决了100多人就地就业，带动
了土特产就地销售10多万元。同
时，成立了洞砦察探、游客服务、环
境卫生等3支志愿服务小分队，吸
引了200多名外出务工村民在周末
回村参加志愿服务。

“户连网”连户连人更连心。“户
连网”激发了广大群众参与基层治
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
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
认同和情感认同，提振了用好富民
政策、创建美好生活的信心，织就一
张农村美、农民富、农业强的乡村振
兴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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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川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提供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赋城文明，满城馨香。
南川，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也是重庆主城都市区“同城化发

展先行区”之一。如今，这里正涌动着一股股文明实践的热潮。
2018年底，南川入选重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2019年10月，又被

纳入全国第二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
中央有部署、重庆有要求、南川抓落实。
锁定目标、先行先试、坚定出发。致力于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着力

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成离百姓最近、群众最喜爱的活动阵地，南川走出一条独
具特色、切实可行的新路径。

整合资源、凝聚力量、强力推进。南川区委把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作为
政治任务、“一把手工程”，列为全区重大改革事项重点推进。区委书记主抓，一抓到
底，多次走进镇街村社、农家院坝，与全区群众一起开展“百讲进百村——六讲”志愿服
务活动。打破部门界限，七大平台牵头单位整合资源，实现部门联动、队伍联抓、阵地
联用、活动联推，全区一盘棋，拧成一股绳，合力向前推。

创新方式、丰富载体、服务于民。凤江习语、乡村小喇叭、科普田秀才等基层宣讲
有声有色，百姓影棚、乐善天使、“莎姐”普法、巾帼巧学堂、金山青优伴等志愿服务用
心用情，荷仙姑、“六个”龙济、“夜猫子党建+”等移风易俗社会治理有力有效。

在这里，民有所需，即有所应；民有所困，即有所帮；民有所惑，即有所解。志愿服
务“户连网”问生计、问诉求、问建议、问良策、问经验，红白事必到、家庭困难必到、矛盾
纠纷必到，与群众需求无缝衔接，真正“服务到群众心坎上”。

在这里，一个农家院坝、社区广场就是一个“坝坝加油站”，传播知识、学习技能、问
询政策、解决困难，时时可“充电”、处处能“加油”、人人得实惠，真正走完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米”。
在这里，志愿服务有规范、有课程、有培训、有礼遇。文明实践培训基地100多名

专兼职教师、30多门培训课程、自主编印的教材，孵化出2万多名既懂志愿服务理念，
又具备志愿服务能力的初、中、高各层次志愿者。健全的志愿者嘉许、激励、回馈制度，
让有德者亦有得。全区志愿服务既有源头活水，更有未来可期。

一个个创新阵地、一次次暖心服务、一桩桩惠民实事，新时代文明实践如一
座桥梁、一根纽带，搭建起百姓学习交流的平台，架设起党群、干群之间沟通的
桥梁，凝聚起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如今，行走在南川的广袤
城乡，环境优美、底蕴深厚的文明新景随处可见；扶危帮困、互助互爱的文明新
风扑面而来；守信践诺、向上向善的文明之花次第盛开。新时代文明实践如雨
后春笋、生机勃勃，描绘出一幅幅环境美、人文美、风尚美的大美画卷，奏响了人
民美好生活的幸福乐章。

“群众最喜欢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是什
么？最喜欢用‘知心话’传播科学理论, 用

‘平凡事’弘扬文明风尚，用‘好榜样’引领人
人参与，用‘邻里情’倡导关爱互助，用‘小板
凳’汇聚治理智慧……”在南川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培训基地，培训讲师通过互动引导的
方式，结合典型案例对志愿服务项目策划设
计进行深入细致的讲解。

当志愿者不难，凭着一颗热情奉献的心
和积极参与志愿服务行动就可以。当一个
优秀的志愿者却不容易，既要上接天线，懂
政策懂知识，还要下接地气，懂得群众的语
言、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更要具备熟练的
技能和高超的技巧，才能促成与志愿服务对
象之间的连接、融合，赢得服务对象的心，发
挥志愿服务的最大效用。

为了推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精准化、常
态化、便利化、品牌化，南川区在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过程中，率先探索建设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培训基地，将志愿者服务理念、
服务技能、团队合作、项目策划等纳入课程，
编写《新时代文明实践“微”读本》一套7册、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理论与实践》《新
时代文明实践案例选编》等特色教材，开设
网络文明加油站、爱我国防、小小志愿者等

39项课程，根据志愿者岗位需求，设置初、
中、高三级培训班，实行“线上＋线下”“课
堂＋研学”“队伍＋活动”多样教学方式，对
志愿者进行分层分类培训，不断推动志愿者

“志智”双强，为全区志愿服务注入源源不断
的源头活水。

“今年虽然经历了连晴高温，但园里的
李子没受到很大影响，收成还不错，这主要
得益于新时代文明实践晚熟李产业发展培
育志愿服务队的帮助，从种植技术、病虫害
防治等方面给予我们技术指导，我家亩产达
到了1500公斤。”9月5日，石墙镇楼岭村4
组的赵中德背着背篼到李子园摘李子。只
见园里的李子挂满枝头，赵中德一把一把地
直往背篼里装。

通过培训基地的孵化，全区1017支志
愿服务队伍近10万名志愿者走遍城乡各
地，开展活动3.6万余场次，惠及群众100万
余人次。

在城区公园、广场，81支文明“益”起舞
志愿服务队吸纳志愿者4300余人，经过统
一规范的培训，将“坝坝舞”队员转化为宣
传能手，常态开展文明创建宣传、文明劝
导、“大手拉小手”等志愿服务活动，带头示
范并号召市民争做文明南川人，践行文明

出行、文明餐桌、文明旅游等文明行为；在
木凉镇汉场坝村，“巧农夫”帮帮队志愿服
务着力在“旅游+”上做文章，这里成为“重
庆市宜居美丽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大观镇中江村，由留守妇女组成的“荷
仙姑”暖心志愿者服务队撑起了“半边天”，
使过去出名的“家家扯皮、户户瞪眼”的吵
架村变成了“鸟语花香地，不闻吵闹声”的
乡村游打卡地……

福往者福来，爱出者爱返。南川区在提
升志愿者服务技能的同时，也着力提升对志
愿者的礼遇，让有德者亦有得。推出系列志
愿者嘉许、激励、回馈制度，用“反哺”的方式
鼓励志愿者培训成长和技能升级；探索群众
参与机制，解决志愿活动“人气”的问题。建
立《群众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指导办
法》，在乡村“益心益行”驿站，志愿活动积分
可以兑换生活物资、图书、服务等；在景区，
志愿者持专属的南川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者“身份证”，可免费游览；在餐饮店，志愿
者可享受折扣优惠……志愿服务正能量实
现“双向循环”，推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更富吸引力和凝聚力，激发志愿者持久参与
的活力，让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有热度，
更有温度。

“我是一个普通农民，既然大家把我推
选为劳模，我也有责任带动你们一起致富。”
6月25日，南川区大有镇大一社区便民服务
中心的坝子上，市级劳模、逢秋荣高粱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冯秋容严肃而坚定地向
乡邻们承诺。冯秋容是远近闻名的蔬菜种
植大户，他学习琢磨出的番茄嫁接技术让优
良番茄品种增强抗病能力，种植收入也大大
增加。镇里希望他到“坝坝加油站”当志愿
者，给村民们讲技术，他二话不说放下手上
的活儿就来了。回答完村民们的问题，他主
动邀请大家到他的蔬菜基地去实地学操作，
他说：“只要你们愿意学，我就愿意教，种出
来我还可以帮助销售。”

木凉镇云都寺村民陈玉兰种出高山蔬
菜却因为区位、产量等种种因素，销售无保
障，看不到发展的出路。区农业农村委的专
家志愿者帮她“会诊”，指导她因地制宜发展
生态农庄，优美的乡村环境、生态的种植方

式、多样化的农家体验让游客纷至沓来。自
家的困难解决后，陈玉兰主动申请担任附近

“坝坝加油站”的站长，带动周边的村民将闲
置农房改造成民宿，大家抱团发展，红红火
火搞起了乡村旅游。

……
如何在乡村建更多新时代文明实践阵

地？如何吸引老百姓愿意来、喜欢来？如何
让阵地的作用发挥更有力有效？南川区瞄
准乡间最常见的农家院坝、村社广场，利用
老百姓茶余饭后喜欢在院坝聚集闲谈的习
惯，把“坝坝会”打造成“加油站”。

“坝坝加油站”的站长有的是德高望重
的乡贤，有的是勤劳致富的能人，有的是
能言善道的退休教师，有的是多才多艺的
民间艺人。服务的志愿者除了站长，还有
区级部门懂理论、懂政策、懂技术的各类
专家，以及附近住户中热心的党员干部。
人群聚集的赶集日、农事轻松的农闲时，

将附近的村民们聚在一起，一张桌子十几
条凳子，“坝坝加油站”就正式启动了。坝
坝宣讲，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讲理论讲
政策，把党的声音传递到群众耳中；坝坝
学技，通过讲实例讲技术，把种植养殖技
术送到群众手上；坝坝议事，村里的发展
群众自己说了算；坝坝解难，群众的烦心
事扯皮事现场调解现场解决；坝坝问计，
提前收集群众的需求，再根据需求组织不
同的志愿服务活动。阵地建设既省又有，
作用发挥既有又优。

几年来，南川区在全覆盖建设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的基础上，拓展建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点1000多个，设立“坝坝加油站”2600
多个，为群众“加油充电”近2.3万场次，以独
具特色的方式搭建起全员宣讲、全民参与的
政策理论传播舞台、技能学习平台、文明提升
讲台，引领广大农村党员群众一起充电、共同
加油、共建文明。

打造“志愿服务孵化器”把文明的种子育出来 畅通志愿服务“户连网” 架起服务群众连心桥

广设“坝坝加油站”把实事办进群众心坎

文明花开香满城

打造全市首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培训基地 摄/甘昊旻

志愿者助农抗旱保苗 摄/瞿明斌

“百姓影棚”志愿者走进农家院坝为群众免费拍照 摄/任前蔚

志愿者走进志愿者走进““坝坝加油站坝坝加油站””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理论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理论““微宣讲微宣讲””

””户连网户连网““志愿者帮助农户背运稻谷志愿者帮助农户背运稻谷 摄摄//瞿明斌瞿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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