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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9年8月2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周益辉 校对 / 邱名卿海南新闻 Hainan NewsHainan News

中央文明办点赞海口演丰
镇演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有所依 医疗志愿服务队送健康病
有所扶 空巢老人有量身定制服务弱

有所得 互帮互助，贫困户变“甜蜜户”劳

本报讯 近日记者获悉，海口

市美兰区演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紧紧围绕群众需要，运用“一整

合三服务”方式宣传、教育、凝聚

群众的典型做法被中央文明办列

为典型案例在全国进行交流。记

者昨日在采访中了解到，演东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试点工作开展

以来，紧紧围绕将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成为百姓家门口的

“服务中心、慈善中心、信仰中心”

的目标，通过统筹整合资源、精准

对接供需、丰富活动内容等有力

举措，倾心尽力打通宣传群众、教

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记者 钟起的 文/图

幸福幸福驿站

实践站有一支党员政策宣讲队，
“流动课堂”是他们的特色，党员教育、政策

宣讲从会议室搬到了田间地头、村口院落，通过
党建引领传信仰。在“课堂”上，除了理论宣讲，还能

够听到“老党员忆解放”“党二代讲家风”“模范党员讲发
展”。在“课堂”上，村民们也能够听到老村长讲过去的故事。

演东村由第一任老村长符世诚牵头，组织历任老村长成立了“老村长
议事会”，老村长老支书们经常给村里的党员干部讲述过去几十年演东村

“一张蓝图干到底”的故事，讲述这些年村庄的变化，感受党的好政策给群众带

来的幸福感、获得感。
培育文明乡风是文明实践站的重要内容，为坚持落细落实，演东村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之星”“星级文明户”“新乡贤”等评选活动，李若雄、陈
小英被评选为海口市“十大乡贤”榜样人物，这些从“农村百姓”中选出的
时代楷模可信可学，德传梓里。为传承好家风好家训，演东村还在每家每
户的门口挂出了“家风家训牌”。在文明乡风的熏陶感染下，演东村持续
开展禁放烟花爆竹、婚事喜事简办、传统习俗新办等移风易俗活动，2019
年春节，全村没有出现一例燃放烟花爆竹现象。排球、拔河、广场舞等文
体活动，慢慢替代了以往打牌赌博、打彩买码等不良的生活方式。

打造“慈善中心”

打造“信仰中心”

宣讲队将政策宣讲搬到了田间地头

统筹整合资源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离不开平台搭建、队伍建设和服务
项目。演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整合阵地资源，把现有村委会
办公场所、日间照料中心、农家书屋、辖区内的敬老院、革命烈士纪念园、宗祠
等各类资源进行充分整合，改造建设成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长者乐园、儿童之
家、志愿服务站、乡村大舞台、实践大讲堂、爱国主义主题教育基地、村史馆、家风家
训馆等12个功能场所，为村民提供居家养老、儿童照料、图书阅读、文艺演出、红色
教育、村史教育等服务和活动阵地。

此外，实践站把志愿者作为开展文明实践的主体力量，由乡村振兴工作队和党
员牵头，广泛招募村里的青年、乡贤、各行业专业人士等热心村民，成立了宣讲志愿
服务队、医疗志愿服务队、环保志愿服务队、文艺志愿服务队等8支队伍，常态化为
村民提供各项服务。

据悉，实践站还将政府各部门每年下乡服务项目、志愿者协会服务内容以及各
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业、爱心人士等开展的公益服务活动，归类组成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库，统筹引导服务项目配送时间和点位，做到日日有服务、周周有
活动。同时，根据村民需求，因地制宜策划服务项目。

精准对接百姓“柴米油盐”需求
实践站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演东村成立了120急救宣传等2支医疗志愿服务

队，开展医疗咨询300多人次。王燕军是演东乡村振兴工作队员，被选派前在演丰
镇卫生院工作。他在走访中了解到本地老百姓对一些慢性病缺乏预防常识后，联系
卫生院同事，成立了演东村“健康医疗志愿服务队”。他们背着药箱走街串巷，给村
民宣传医疗保健知识，开展健康检查等志愿服务。

“我每天都来这里画画，姐姐也会教我用颜色笔。”昨日上午10点，在演东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青山小站”，10多名小朋友正在画画。青少年事务社工罗小慧
介绍，这里也是“4点半课堂”，平时每天下午4点半孩子们放学后可以来到这里写作
业看课外书，周末也有各种兴趣班，暑期则辅导孩子们画画和写作业。

据了解，演东村毗邻海口大学城和美兰国际机场，为给群众提供教育志愿服务，
实践站主动对接琼台师范学院、美兰机场免税店等单位的志愿组织，给村里的孩子
开设绘画、演讲、手工制作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把兴趣班开到了村门口。

此外，实践站配备了各类功能室，为群众提供休闲娱乐场地，方便村民娱乐健
身、休闲交流。比如在“农村幸福院”，村里的老人们可以每天到这里打牌、喝茶，有
兴趣了还可以利用“共享厨房”来一场聚餐。

互帮互助，让贫困户变成“甜蜜户”
“一上午我们就学会加工工艺品了，以后就可以在家里加工，补贴家用。”在演东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二楼一间会议室内，近20名妇女在老师指导下，利用海边捡的
贝壳、废弃树枝等加工各种文创工艺品，增加村民收入。记者了解到，实践站还将空
巢老人、困境儿童、贫困户等困难弱势群体，作为重点服务对象，根据需求量身定做
服务项目。

实践站创新“田教授”互帮互助模式。演东村辖区拥有丰富的红树
林资源，植被覆盖面积大、花源充足。在党员志愿服务队的指导下，
演东村的4户贫困户通过发展养蜂特色产业，全部实现脱贫。
而其中养蜂成效特别好的贫困户杨成伟，被当地百姓誉为

“田教授”。“田教授”的称谓不是因为他学历有多高，
而是因为他的种养技能比较突出，又愿意帮助他
人。于是，镇里聘请他当起了田间地头的教
授，开展互帮互助。在杨成伟的指导
和带动下，互帮互助模式首次启
动就有15户贫困户报名养
蜂，收益可观，让贫困户
变成了“甜蜜户”。

打造“服务中心”

招募村民成立服
务队，常态化提供服务

村民们在老师指导下加工文创工艺品村民们在老师指导下加工文创工艺品

孩子们在孩子们在““青山小站青山小站””画画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