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育新时代文明新风尚 为乡村振兴注入“文明力

量”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近年来，我区立足辖区实际，整合各种资源，调动多

方力量，创新方式方法，积极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乡风文明建设，把培育文明乡风贯

穿于乡村振兴各领域、全过程。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神文化大餐，为从化建设全

省乃至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

统筹资源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全覆盖

“我们莲麻村从一个最偏远的贫困小山村，变成今天的美丽乡村、特色小镇，这一过程

来之不易。”在吕田镇莲麻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该村党支部书记潘安娜正向村民宣讲村

的发展经历。

莲麻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我区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先进代表，该站结合本村群众

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际需要，制定每月活动计划和课程表，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

在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同时，莲麻村还分设莲麻大舞台、农家书屋、卫生站、垃圾分类

宣教室、广播站、黄沙坑革命旧址纪念馆、华夏莲舍、仁里集等多个实践点，使新时代文明

实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今年 7 月 16日，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从化区税务局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行揭牌仪式，

这是广州市税务系统首个挂牌成立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今年以来，区税务局全面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成立了三支志愿服务队。过百名党员下沉社区一线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护

航企业复工复产，为从化经济社会复苏注入新活力，为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双胜利”提供税务动能。

“区税务局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及其志愿服务队的成立，切实融入到从化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1中心-11所-274 站-1100多点’的发展大局当中，在实践中心和实践站中承上启下，

推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从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统筹推进全区文明实践阵地工作，充分发挥区、镇

（街）、村三级资源纵向整合作用和部门机关、镇街乡村、高校院所资源横向联动作用，从

顶层设计构建阵地建设标准化新体系，建成一批颇具特色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以点连线，连线成面。我区通过有效整合区内资源，盘活整合全区撤并的小学校舍、农

贸市场等闲置资源建设文明实践阵地，先行先试成立了全市首个供电系统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全市首个民政系统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全市首个税务系统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以及全省首

个高校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构建起“1 中心-11所-274 站-1100多点”覆盖全区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矩阵，编织出一张“阵地网”。建成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紧紧围绕送思想、送

政策、送道德、送文化、送法治、送科学等在全区基层开展一系列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打通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



精神文化大餐送到群众家门口

打通文化下乡“最后一公里”

“西和村明年越来越好，村民生活一定更美好！”2019 年 5月 6 日，在城郊街西和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年过八旬的著名相声演员黄俊英跟老搭档何宝文登上舞台，用生动活

泼的语言，讲述广州好人的故事以及志愿服务的意义，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当天，新时代文明实践广东“七个一百”精品项目下基层活动在西和村启动，活动启动

后，全省 200余名文化工作者、宣讲能人及行业骨干组成 5 支志愿服务分队，分赴我区以

及韶关乳源、惠州博罗、东莞中堂、江门台山等地开展文艺展演、百姓宣讲、惠民服务等活

动，将精品项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东大地落地

生根、结出丰硕成果。随后两天，该活动更走进鳌头镇西塘村和吕田镇莲麻村，为更多村民

群众送上精品文化，打通文化下乡“最后一公里”。

“感觉时代变了，生活原来这么美好。”家住鳌头镇鳌山村的村民周福荣看着台上表演

的节目《奔跑吧 追梦人》发出这样的感慨。节目以戏剧、歌曲的形式，讲述了护士、运动

员、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不同职业群体的故事，并以他们之口道出了新时代的发展变化。

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新时代文明新风尚潜移默化地浸润群众心田，把新时代

文明实践的“种子”撒播在从化大地。

近年来，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深入推进，我区紧密聚焦乡村文化振兴，广泛开展

乡村文艺支教、“文化农家·文明小镇”文化下乡、青少年书画大赛、农村广场舞大赛、乡

村“春晚”、非遗传承等群众性文化活动，让群众在文明实践中获取文化滋养，引导群众自

觉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并从中逐步提高文明素养，展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风貌和文化

建设的新成果。

培育文明新风，不但要送文化，更要“种”文化。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其中一项志愿

服务，开展乡村文艺支教也是我区推进文化下乡的重要抓手。针对我区山区文艺教育经费及

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多年来，区文化馆、区文联等有关部门及部分艺术培训机构大力开展

文艺支教、辅导培训等公共文化服务，聘请市、区多名经验丰富的艺术教师开展培训，让身

处偏远山区的学生，也能接受文化艺术熏陶。

多年来，区文联定期组织文艺工作者到我区中小学校开展艺术培训，区文化馆定期下乡

到太平镇水南村业余文艺队培训点和从化希贤小学培训点等开展艺术培训。除此之外，区文

化馆还加强馆校共建，将民俗文化、生态保护等内容纳入校园活动，不断加大对校园文化艺

术的辅导力度，每周均安排业务人员到基层活动点进行艺术辅导。城郊街北星小学“猫头狮

班”、城郊街东风小学“麒麟舞班”等特色文化艺术培训班，年均培训学生 350 多名，让从

化本土特色传统文化得到传承。

推动移风易俗

以“榜样力量”激活乡风文明引擎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为推动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倡导新生



活、弘扬新风尚，结合乡风文明建设，近年来，我区各村、社区积极开展“最美家庭”“干

净整洁文明户”“好媳妇”“好婆婆”等创评活动，以此作为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重要

载体。

林伯超是温泉镇南平村一名普通村民，他的家庭被评为南平村的“干净整洁文明户”。

“农村生活简单又朴实，我们都只是做好自己。”林伯超表示，他们一家人一直都有一个共

识，不求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求做好本分，文明互助地过好每一天。对于维护好家乡的环境

卫生，林伯超表示，这只是一桩小事，只是在做好自己、帮助他人，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不仅在南平村，在我区各村、社区均涌现了一批批和林伯超一样的文明户，他们不仅有

好的家风家训，更以实际行动推动着我区的文明新风建设，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从化人的成长。

今年 62 岁的郑荣森是城郊街西和村一名村民，一直以来，生活在西和村的郑荣森一

家是受村民们交口称赞、和谐幸福的家庭，更于日前被评为西和村“五星文明户”。

“对于两个儿子的教育，我是很自豪的，如今他们孝顺父母，我们很欣慰。”郑荣森说，

对孩子的教育，他夫妻二人从小便抓得很紧，他们深知父母一言一行对子女会起着潜然默化

的作用，郑荣森便以身作则，以实践代替理论，让孩子明白何为“好”何为“坏”。如今郑

荣森一家，孩子孝顺上进，家庭和睦互爱。郑荣森时常和村民分享家庭趣事，并帮助他们分

析解决家庭矛盾。

好的家风、好的家训，是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的保证,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正能量。

西和人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内容，积极开展“好婆婆”“好儿媳”“最美家庭”“五星文明户”

等创评活动，用实际行动传承好家训、培育好家风,一批好家风、好家训榜样正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地影响着西和人的成长。

今年 1 月，位于鳌头镇西塘村的西塘家风馆正式开馆。该馆在原有旧祠堂基础上，按照

“修旧如旧、形旧意新”的原则修缮改造而成。整个展馆分为“家风释义”“家风传承”“家

风涵养”“西塘清风”四个主题，内容涵盖中国传统的家风家训、廉洁从化、西塘村史、西

塘蝶变等方面。展馆通过文字、图片、展板、楹联、实物等形式，对优良家风家教家训进行

宣传和展出。

“展出这些内容，让村民更好地了解西塘的发展历史，更好地传承家风家训，激发大家

参与乡村振兴、创造美好生活的主动性。”西塘村委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西塘村大力开展

文明示范村创建和建设“好家风”等活动，家家户户统一制作家训牌，形成“家家写家训，

户户好家风”的文明风尚，以好家风带动好村风，以好村风熏育好民风，从而不断扩大和提

升西塘村的文化内涵和文明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