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宝山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宝文明办 (⒛ 19)1号

宝山区关于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

为了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 1号文件

及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中共

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委发[2018]7号 )

和 《关于推进乡村振兴加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

(沪 文明办⒓018]她 号
/)亻

.罴求,按照
“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
的总要求,现就宝山区开

展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

平,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弘扬共筑美好生活梦想的时代新风为根本任务,坚持

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

持乡村全面振兴。深刻领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

系,深刻认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

要地位,准确把握做好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

和要求,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切 实提高农民精神面

貌,为建设
“
两区一体化升级版

”
的现代化滨江新城区,提

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良

好的文化条件。

二、目标任务

到 ⒛⒛ 年,宝 山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

初步形成理想信念教育扎实有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推进有力,文明道德风尚培育有为,经济健康发展、公共管

理规范、社会服务完善、创建基础扎实、村风文明健康的目

标。到⒛35年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农村文明程

度和农民综合素质迈上新台阶。到 ⒛50年 ,形成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文化与文明共同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乡村。

三、实施方案

(一 )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

1。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运用典型案例、真实故事、准确数字和群众语言 ,



采用民间艺术、地方戏曲、板报墙报等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开展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引 导农民群众听党话、

跟党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

2。 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眼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

度保障,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全过程。充分发挥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作用,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价值

取向,进一步弘扬建党精神、城市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切实发挥法治的规范

和保障作用。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 ,

不断创新载体、方式和内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

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日 用而不知。

3.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宝山农村特点,充分

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教化人、培育人的作用,塑造中国心、民

族魂。广泛开展
“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深度挖掘、阐释、

宣传、展示优秀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以春节、元宵节、清

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为重点,积极培育罗店花

神节、罗店龙船节、月浦花艺节等富有宝山农村特色的活动

项目、节庆仪式。广泛开展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

风”
建设,把传承

“
好家风好家训

”
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

载体,以家训带家风、以家风树村风,以村风扬民风。



4.提高乡村德治水平。坚持以德为先,深入挖掘乡村

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引 导农民向

上向善、重义守信、孝老爱亲、睦邻友善、勤劳致富、勤俭

持家。加强农村典型引领,深入推进
“
感动宝山人物

”、“宝

山好人
”
的培育选树工作,推 出乡村振兴中的各类先进典型。

广泛开展先进典型的学习实践活动,运用新闻宣传、基层巡

讲、文化巡演等方式,多 角度、多层面宣传展示典型人物的

先进事迹,发挥榜样引领作用。健全完善礼遇制度,关爱帮

挟道德模范,树立好人好报、德者有得的鲜明导向,大力弘

扬尊德尚贤的价值理念。培育和发展好新乡贤文化,着力发

掘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积极发动乡村内党群干部、优秀教

师、成功人士等为代表的新乡贤,反哺家乡、支持家乡、造

福家乡。

(二 )开展弘扬时代新风行动

1.深化
“市民修身行动”。加强“

幸福宝山路,文 明修身

行
”品牌建设,按照 《关于开展市民修身行动提升市民文明

素养的实施意见 (2016-⒛⒛ 年 )的要求,聚焦农村党员干

部、农民群众和外来人员等重点群体,分层次、分类别,有

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教育培训和实践养成,形 成具有宝山特

点、农村特质的市民修身文化。到
“
十三五”

期末,推动⒛%

的常住人口参与上海学习网注册学习, 建成基层活动基地

70个 ,积极培育参加市级示范点和优秀项目评比。围绕打

造
“江南文化

”,推 出具有江南传统文化特色和现代乡村特点

的市民修身线路。结合
“
科技、文化、卫生

”三下乡活动 ,

进一步拓展
“
市民修身行动

”
外延,在农村开展

“
人文修身

”



“
健康修身

”
等活动,努力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

化素质。

2.组 织移风易俗行动。持续推进
“
除陋习、行文明、有

素养
”
专项整治行动。针对农村

“
黄赌毒

”、“三俗
”活动、打

架斗殴、家庭暴力等不良习气,坚持劝诫整治、法德并治。

针对农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炫富斗富、言目攀比、高额彩

礼、人情债等陈规陋习,坚持破立结合,长效常态。通过建

立村规民约,大力推进农村殡葬改革,合理确定红白事消费

标准、办事规模,加强行业管理与服务,倡导敬老爱老、厚

养薄葬、文明治丧。建立健全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

白理事会、禁赌禁毒协会等群众组织,广泛开展乡风评议 ,

褒扬新风,鞭挞陋习。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强化

党员意识、标杆意识,带头执行移风易俗相关规定,坚持廉

洁齐家、树立良好家风、带动淳朴村风。

3。 推进志愿服务行动。落实 《志愿服务条例》,大力推

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区志愿服务指导中心、社

区志愿服务中心和村级志愿服务站建设,推动社区志愿服务

体系能级提升。发动农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加强志愿者规

范管理,提升注册志愿者活跃度、参与度。围绕环境保护、

河道整治、扶贫帮困、移风易俗等重点领域,广泛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不 断提升和丰富叻阝里守望”
等农村志愿服务品牌

项目。加大对农村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扶持和培育。

(三 )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1.推进文明城区创建。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提名区 )

为契机,聚焦城区精神文明整体推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



农村振兴的新要求,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着

力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以城

区带动乡镇,以 乡镇带动村居,形成全区域创建格局,促进

城乡统筹发展,让广大农民共享创建成果。开展文明城区创

建常态督查检查,巩固创建成果、保持常态长效。注重创建

过程、强化利民惠民,确保文明城区创建水平不断提升。

2。 开展文明村镇创建。以“
美丽乡村

”
为主题,落实《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以 生活垃圾、污水治理、

无违章街镇创建等为重点,以“
厕所革命

”
为切入点,完善农

村道路、水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民群众生活品质,培

养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以 良好的环境改善农民的精神风

貌。组织开展文明村镇创建评选,评选出一批创建基础扎实、

管理民主高效、村风文明健康的先进村镇。大力开展农村
“
文

明家庭
’’cc最

美家庭
’’cc星

级文明户
”
等创建活动,组织“

优美庭

院
’’cc美

亮村宅’’cc特色楼道
”
等评选活动,不 断夯实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基础。

3。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整合现有基层公共服务阵

地资源,以 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区、乡镇、居村三级体系建设。均衡乡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布局,推进村
“三室一站一店”

建设,提升村综合文化活动室

(中 心)服务功能。推动农村建立红白理事综合性大厅规划

调研和建设,开展文化客厅、农村客堂间、文化长廊等实体

化建设,推动乡风文明、文化建设、行为习惯等传播。加喔

农村公益广告宣传,合理美观地设置电子显示屏、文化公交

站等宣传阵地,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贤文化、△乏



民约的可见度。加强农村宗教场所的管理,坚决遏制非正常
宗教活动。结合古村落生态和文化保护,开展针对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传统民居、文物古迹、农业遗迹传承保护,构建
传播农耕文化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的重要阵地。

四、工作要求

1。 领导重视,组织协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党对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的全面领导,着眼于

“
两个巩固刂艮本任务,进一

步增强“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
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高度重视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结合文明城区、文明镇、文明村、
文明家庭等创建,整体策划、整体推动,分工合作、分步推
进。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作举措,主动对标、积极作为 ,

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2.广泛宣传,形成合力。各相关部门、各新闻单位要
大力开展新闻报道和综合宣传,做好实施乡村振兴的政策解
读,准确深入阐释宣传推动农村发展、深化城乡统筹建设。
充分发挥报    电台等主流媒体的价值观传播主渠道
作用,加木

氵    、微博、网站等网上宣传阵地的传播
效应,注  型  ,注重风尚传播,注重经验总结,注重
内涵提升,不  f新萱传方式和手段,广 泛传播文明理念和
文明风尚,让 乡村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达成共识,形成合
力。

3。 立足实际,问题导向。各乡镇、村居要针对乡村振
兴中精神文明建设的薄弱环节,以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为出发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加强统筹规划、分类指导,

探索创新,帮 助农民解决实际需求。及时推广工作中的好经



验好做法,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时刻牢记群众性

精神文明建设利民、惠民、为民的根本任务,广 泛组织群众、

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带领农民群众解放思想、

振奋精神,齐心协力把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让农民群众

在共建共享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焕发昂扬向上的

精神风貌。

4.健全队伍,加强保障。各乡镇、村居要充分挖掘本土

人才,支持乡村能人积极发挥作用,主动建立精神文明建设

领域的文化志愿者、道德传播者、创建工作者队伍,加强各

类基层队伍培训,提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骨干的专业技能。

积极推进党建引领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农村党

组织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并将村镇创建工作纳入

农村党组织的考核。加大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人财物投入力

度,明确专人负责、划拨专项经费、加大扶持投入,确保乡

村振兴战略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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