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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线行】邢台市

“点单式”微宣讲接地气入人心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团省委以校外阵地建设为抓手
推进新时代少先队改革创新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未淑云：

将帮助他人变成一种习惯
河北日报记者 师 源

固化“树德”机制 打造“尚德”高地

沧州打造“德治”载体构筑道德高地

石家庄三名志愿者成功捐献
“生命的种子”

大名县惠民宣讲有声有色
成效惠及12万人

日前，邢台组织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通过“群众点单、中心派单、志愿
者接单、群众评单”的“点单式”工作模式宣
讲党的二十大精神，调动全市各级各行业各
领域优质资源，组织各宣讲团队和农业、科
技、医疗、教育、法律等领域专家“按口味做
菜”，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点单式”系列微
宣讲，满足群众个性化、差异化需求，真正让
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相关举措条条聚焦民
生关切，实实在在温暖人心……”11月3日，
在邢台沙河市蝉房乡口上村，一场“点单式”
微宣讲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自邢台全市持续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
宣讲活动以来，沙河市根据群众实际需求，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作用，开
展了特色鲜明的“点单式”微宣讲。针对群
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通过群众

“点单”、联络员“接单”、职能部门“送单”的
模式，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

蝉房乡位于沙河市西部太行山区，当地
群众以种植板栗为主。“你点我讲”——群众
想听什么，宣讲就讲什么。11月初，口上村
一位村民在“百姓议事厅”新时代文明实践
平台上留言：“现在正值板栗剪枝季节，咱们
能不能安排专家给种植户们讲解一下？”其
他村民纷纷附和，表达了想请专家来进行技
术指导并宣讲党的二十大关于农业农村扶
持政策的意愿。

村民“点单”，联络员线上“接单”后，有
关部门立即安排落实，最终经过与邢台市科
协等部门沟通，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周景辉和邢台市林业技术
推广站推广研究员耿新杰接收了这份宣讲

“订单”。
“请问专家，我们应从哪些方面提升板

栗种植水平，提高板栗质量和口感呢”“我看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咱们国家对农业农村的
扶持力度加大，我们要怎样抓住契机，打造
以板栗种植为特色的一村一品特色呢”……
宣讲活动中，群众纷纷提问。

周景辉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
民生活品质”等群众关心关注的内容进行了
解读，耿新杰针对如何提升板栗种植水平进
行了讲解，并以“互相问答”形式，同村民们
一对一交流，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以前是专家讲啥我们听啥，现在是我
们想听啥专家讲啥，这样的宣讲形式，不仅

结合了我们的实际情况，让大家更直接地感
受到党的二十大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还能学
到果树管理技术，这种形式很不错。”听完宣
讲，口上村村民王玉书欣喜地说。

通俗易懂深入人心

近日，临城县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副主
任、临城县志愿者协会副会长赵伟到临城县
天颐疗养庄园，就“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等方
面的内容，给该院老人宣讲了党的二十大精
神。宣讲后，赵伟又现场为老年人进行了智
能手机使用培训。71岁的董胜花老人乐得

合不拢嘴：“现在，养老条件好了，我们老年
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提升，物质上挺知
足了，没想到还能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想
起来就高兴。”

为解答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
临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面对广大群众
广泛征集问题线索，将问题汇总后，邀请专
家“量身定做”群众“愿意听，听得懂，记得
住，用得上”的宣讲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

“点单式”微宣讲，接地气入人心。沙河
市褡裢街道全力打造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的
文明实践服务项目，建立“百姓议事厅”微信
群，结合不同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宣讲。

前不久，在东崔村，褡裢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主任韩伟波针对当前百姓关心的社会
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卫生健康问题，以拉家
常、讲政策的方式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相关内
容进行了重点解读，同时邀请了沙河市人民
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张莉莉，从如何做好个
人疫情防护等卫生健康知识入手，现场演示

“七步洗手法”和“规范佩戴口罩法”，给村民
们进行了一场接地气的卫生健康知识讲座。

为了学习宣传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东崔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大喇叭”开播。每天
7时30分至7时45分、12时至12时15分、17
时 40分至 18时三个时间段，东崔村党支部
书记张彦锋准时开讲，带领广大村民认真学
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让他们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党的关怀，激励村民辛勤劳动，积极
投身到乡村振兴建设中。

“宣讲员用‘群众视角’看问题，用‘百姓
语言’讲道理，这样的宣讲接地气、冒热气、
聚人气，让党的声音在基层干部群众中落了
地、扎了根。”邢台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该市将继续发挥好“百姓议事
厅”微信群等文明实践平台聚合作用，让全
市 9800 多名文明实践联络员化身“学习委
员”，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点单式”系列微
宣讲。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冉）近日从沧州市
委政法委获悉，近年来，沧州市聚焦加强社
会公德建设，打造社会治理“德治”载体，以

“沧州好人”宣传评选活动为品牌，构筑市域
道德高地。崇德向善、见贤思齐之风日益浓
厚，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德治”根基不断
筑牢。

固化“树德”机制，抓实“好人之城”德
治品牌。固化评选机制，每月推选 10 名“沧
州好人”，逐级推报“河北好人”和“中国好
人”。扩大评选范围，积极推动“村队好人”

“楼院好人”“社区好人”等评选活动全面铺
开，形成“日有线索、周有推荐、月有评选、
年有表彰”的评选机制。落实“好人”待遇，

建设吸纳 180 家单位和 6000 余名志愿者参
与的“好人后援会”，累计募集帮扶资金
630 余万元，通过“十帮”服务免除“好人”
后顾之忧，解决困难近 600 件。常态化开展
走访慰问“沧州好人”主题活动，推动政务、
社会服务单位为“好人”预留专门窗口，推
出免费体检、免费乘车、免费游览、购车优
惠等礼遇政策，让“好人”既享社会尊崇，又
得实质回报。

丰富“扬德”载体，浓厚“崇德向善”社
会氛围。打造宣传品牌，连续出版《德馨狮
城——沧州好人典型事迹集萃》，拍摄百部

《沧州好人系列专题片》，开展“百场好人文
艺节目基层巡演”等宣传教育活动，广泛传

播“沧州好人”典型事迹。建设德育阵地，推
动各县（市、区）建设好人主题公园、好人风
采展示街、好人主题社区等教育基地，建成
全省首个地市级“身边好人”主题展馆——

“沧州道德馆”，累计接待群众72万人次。创
新宣传载体，充分发挥新媒体影响带动力，
依托“@微博沧州”为龙头的新媒体宣传矩
阵，广泛开展“沧州好人”系列宣传活动。组
织开展“网络名人说家乡·唱响沧州好声音”
活动，邀请各地网络大 V 宣传沧州好人故
事，接力传递城市温度。

打造“尚德”高地，形成“以德辅治”强
大动力。开展“正心明德”行动，在全市各
级党政机关组织开展“两转两促三思考”、

纠正“四风”和作风纪律专项整治等活动，
推动党员干部带头明大德、守公德、严私
德。深入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举
办“童心明德”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开展

“文明共创”行动，将弘扬好人精神与争创
全国文明城市相结合，组织开展“文明沧
州·你我同创”十项全民行动。持续开展

“提质提效、文明服务”竞赛活动，深化文
明单位创建。大力开展家风家训座谈会、
文明家庭事迹巡展等活动，组织“文明家
庭红色家风故事”征集宣传，以良好家风
温润社会、弘扬正气。大力发掘、宣传诚信
人物、诚信群体，推选出张洪瑞、崔建纲等
一批全国闻名的诚实守信模范。

清理路面白色垃圾、擦拭路面护栏、将
公共自行车摆放整齐……近日，秦皇岛市
北戴河区气温下降，70 岁的北戴河区居民
未淑云仍一如既往地带领志愿团队开展志
愿服务。

46 年来，未淑云把助人为乐、扶弱济
困当成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靠省吃
俭用和爱心坚守，在资助寒门学子、抗震
救灾、拥军爱军等方面累计捐款捐物近
140 万元，资助寒门学子 100 余人，荣获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优秀志愿者、河
北省道德模范等光荣称号，并荣登“中国
好人榜”。

从小立志帮助他人

说话干脆、笑声爽朗、做事利落……初
见未淑云，就让人有种值得信任的感觉。成
长过程中，她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便在心
里埋下了一颗助人为乐的种子。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未淑云得知
后，自告奋勇奔赴抗震一线参与救援。救灾
中，年轻的未淑云既出力又捐物。“能够帮
助别人，我感觉特别快乐和满足。”从此，未

淑云坚持帮助他人，一帮就是46年。
由于没上过多少学，未淑云对教育事

业有着特殊的感情。从 1984 年为北戴河区
第一所幼儿园捐款购买幼儿图书开始，未
淑云的捐款从没间断过，捐款对象也逐渐
由幼儿园扩大到家庭困难学子。她还给自
己定了两条“规矩”，一是嘱咐孩子们好好
学习，做对国家有用的人；二是孩子们参加
工作后不许再联系她，减轻孩子们的心理
负担。

认识未淑云的人都说，她是个闲不住
的“热心肠”，将助人为乐变成了一种习惯。

有一次，未淑云家隔壁的旅馆老板找
到她帮忙，说店里有位外地住客得了急性
肾炎，但由于一时拿不出治疗费，迟迟没能
入院。

得知这一情况，未淑云立即为病人垫
付了4000元医药费。由于送医及时，病人很
快脱离了生命危险。7 天后，当病人家属找
到未淑云还钱时，她却没有收。“他们后续
还有很多需要钱的地方，我平时花钱的地
方不多，能帮一点是一点。”未淑云说。

在武警官兵心中，她是逢节必到的“双

拥妈妈”；在困难学子心里，她是熟悉却不
曾谋面的“未阿姨”；在脱贫村民眼里，她是
一次次伸出援助之手的“知心人”……46年
来，未淑云一心只为助人，从未想过回报，
把爱洒向人间。

聚沙成塔汇聚大爱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未淑云的带动下，
2011 年 5 月，北戴河区建立了一支道德模
范志愿服务队，她被推选为队长。11年间，
这支队伍在关爱困难群体、抗震救灾、拥军
优属等各种活动中无私奉献。100余名队员
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累计捐款捐物近百万
元，成为北戴河区志愿服务的“金色名片”。

“每次志愿活动，未淑云都是‘冲锋在
前’。我也希望能像她一样，为社会贡献出
自己的力量。”服务队队员吕岩丽感慨
地说。

在端午节前期，他们为战士们送去粽
子，共迎端午；慰问抗日老兵家属、百岁老
人等重点人群；旅游旺季时，队员们分片区
在北戴河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近日，
坐在电脑前，看着今年志愿服务活动表格
里的 40 余项志愿服务内容，未淑云和队员
们感觉收获满满。

“参与志愿服务既是‘助人’亦是‘自
助’，既是‘乐人’也是‘乐己’，我们希望能
够传递更多的爱心，温暖众人。”虽然已到
古稀之年，但做起志愿服务，未淑云的身上
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将继续坚守初心
使命，发挥好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带
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来。”她
坚定地说。

河北日报讯（记者高珊 通讯员康宁）“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
锋，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近日，在位于
邯郸市的少先队博览馆“习爷爷教导记心间”展示墙前，少先队员
齐声诵读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先队员的殷殷嘱托。近年来，团省委以
拓展校外少先队阵地建设为抓手，不断深化改革，着力构建少先队
社会化工作体系。

拓展少先队实践活动载体。少先队博览馆依托邯郸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建设而成，是全国首个综合性少先队主题场馆，也是全省
多地少先队的校外实践教育阵地。该馆集红色教育、实践体验、教
育培训、文化交流等于一体，以党史、团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
景，展示河北少先队的特色亮点工作，现已打造成培养“红孩子”的
摇篮，累计近1.5万人次前来研学打卡。

丰富少先队实践活动形式。为适应少先队员学习生活新特点，
团省委以少先队博览馆为活动载体，创新性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
动，录制《少先队博览馆》宣传片、“红领巾学队史”微视频联播，制
作少先队博览馆VR，网络巡览人次近2000万，用少年儿童喜闻乐
见的方式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

此外，为便于少年儿童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团省委指导各市按
照就近就便原则，主动对接企事业单位团组织，广泛联系革命纪念
馆、烈士纪念设施、博物馆、科技馆等各类场馆资源，打造本地区

“少先队实践教育地图”。目前，全省少先队实践教育营地（基地）已
建设超700个。

下一步，团省委将继续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整合各类资源，拓
展校外少先队阵地建设，擦亮校外少先队实践活动品牌，锚定少先
队改革方向，推动新时代少先队社会化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11 月 22 日至 24 日，在河北医科大
学第三医院，石家庄志愿者袁迎辉、闫双龙、贾子慧先后为三名素
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成功捐献了“生命的种子”——造血干细胞
悬液。据悉，他们分别是我省第635例、636例、637例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志愿者。

今年40岁的袁迎辉是在多年前一次无偿献血时，了解到捐献
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他人生命，便自愿加入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队伍。“从留下血样的那一刻，我就做好了随时捐献的准备。”
袁迎辉说，“前不久，我接到有患者的血样和自己的血样配型成功
的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捐献，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非
常珍惜这次捐献的机会。”根据患者的病情需要，袁迎辉顺利完成
了高分辨配型血样采集、健康体检等。

闫双龙是一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今年 9月份接到省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的电话，告诉他有患者的血样与他的血样配型成功，问闫
双龙是否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悬液时，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一定
要捐献，没什么事情比救治生命更重要了。”闫双龙说，为了把最好
的“生命的种子”捐给患者，他遵照医生的嘱咐调整作息时间，加强
运动锻炼，以把身体和精神状态调到最佳。

贾子慧是一名人民教师，经常参加无偿献血活动，2010年正式
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用这种
最直接的方式，为需要帮助的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今年10月，
她接到配型成功的消息时既激动又惊讶，这是她第二次接到配型成
功的通知了，第一次由于患者病情的原因，她没有完成捐献。此次捐
献当天，正好是贾子慧50周岁生日，她激动地说，能够在这天捐髓救
人，太有意义了，患者康复就是给她最好的生日礼物，希望有更多爱
心人士加入捐献志愿者队伍，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

河北日报讯（记者高珊 通讯员冯军兵）近日，邯郸市大名县
消防大队及该县“惠民实践团”宣讲员深入社区开展消防安全宣讲
活动，把消防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消防知识宣讲太及时了！我们多了解一些消防知识，发生紧
急情况时，也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不少群众
听完宣讲后表示受益匪浅。

今年以来，该县依托县乡村三级文明实践阵地，从党校教师、
机关干部、文艺工作者以及热心老党员、农民、乡医等群体中选聘
专兼职人才，组建理论、文艺、先进典型、百姓故事、国防教育等宣
讲小组和“惠民实践团”轻骑小分队，从群众的兴趣点入手，打造了
一组“招牌”宣讲。“惠民实践团”成员与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了“三下
乡”“四进社区”“青年文明号”“扫黄打非”宣传、便民志愿服务以及
发放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明白纸等活动，努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受到广泛好评。

截至目前，大名县已开展线下宣讲活动 800余场，线上、线下
宣传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等5000余场次，共有42000多家商户、企业
受益；通过线上渠道发布多部优秀宣讲小短片，收获大量点赞和好
评；借助短视频播放平台推出防溺水直播教育宣讲、反诈宣传教育
直播、理论宣讲直播等，宣讲成效惠及12万人。

11月8日，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景辉（左一）在沙河市
柴关村开展“点单式”微宣讲。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玉昆摄

未淑云正在讲述自己和志愿团
队多年来帮助他人的故事。

河北日报记者 师 源摄

图为宁晋县群众在该县黄儿营西村顺心书屋读书。
黄儿营西村“80后”村干部宁建强投资12万元，购置了3

万余册图书，创办了该县第一家农村公益书屋——顺心书
屋，全天24小时向村民免费开放。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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