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初，大三社区善乐社工站举办
“‘桩’无名 爱无限”心理健康讲座，
让参加的老年人拓展了社交圈，减轻
了孤独感；大三社区、善乐社工站联
合举办的“善乐凝爱 童‘话’社区”
夏令营开营，进一步丰富青少年精神
文化生活……
“我们引进社会组织，进一步整合

社会资源，推动社区、居民、自助组
织多元主体共建共治。”钱维介绍，目
前，社区已与武进心家园、常州心理
学会、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建立
长期合作关系，获取专业培训和志愿
服务等方面的支持。以群众需求为导
向，以志愿服务项目培育为核心，通
过“社区 +社会组织 +专项基金 +社
会资源”多元协同模式，打造了一批
有特色、有实效、亲民化的落地项目。

早在去年 5 月，社区就与常州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创意学院“牵手”
共建。如今，在常武中路与南周巷交
叉路口，长约 50米的巨型画卷非常惹
眼，文明倡导、环境保护等一幅幅精

美彩绘作品，让原本单调的社区墙面
变为宣传文明新风的“窗口”，这是社
区与艺术创意学院共建的生动实践。

同时，大三社区还紧扣“传播新思
想”策划项目，依托宣传矩阵，建立了文
明实践理论政策宣讲人才库，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二十大精神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评
出来……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让宣传
宣讲接地气、聚人气、成风气，让新思想
走进社区基层、走进居民生活。

今年4月，大三社区原创的“俺们‘大
三’人”微漫画正式上线，首批印刷300余
册口袋书，还在户外电子屏循环播放视
频。“微漫画都是讲的身边故事，通俗易
懂，做成口袋书方便携带。”翻看着微漫
画，居民杨小英如是说。

为确保共建共融的可持续性，大三
社区还与共建单位建立了长效机制，包
括制定合作协议、建立评估机制、及时
总结经验等。钱维表示：“我们将不断完
善合作模式，推动共建共融工作的深入
开展，共同推动社区文明建设。”

搭建平台 打造文明实践新路径

优化服务 实现志愿服务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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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黄雅婷

“窗户里拖出线来充
电，还是在空调旁边，很
不安全……”暑假刚开始，
一场“找茬”议事会，开
启了大三社区的夏令营。
在专职社工张姝的带领下，
孩子们在小区里“找茬”。

私自占据停车位、电
动车乱停放……每一个看
似无伤大雅的不文明现象
和安全隐患，都逃不过小
小“网格员”们的眼睛。
他们拿出纸笔，一一记录
下来，反馈给社区。

暑期，大三社区以
“善乐凝爱 童‘话’社区”
为主题，通过“找茬”议
事会、创意美术课等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
儿童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责
任感。“希望通过儿童的
参与，带动家庭的关注和
参与，增进居民之间的交
流。”张姝介绍，作为一名
社工，她还定期走访看望
辖区孤寡老人、残疾人等
弱势群体。

近年来，大三社区运
用“专业社工 + 志愿服
务”相结合的方式，夯实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构建了“社区—社工—
商户—家庭—志愿者—社
会爱心组织”的六合一队
伍。“以 3名专职社工、10
名兼职社工为基础，通过举
办各类公益活动，为社区培
育志愿者，营造良好的志愿
服务氛围。”社区党委书记
钱维介绍。

丰富社区文明实践，
浇灌文明之花。目前，大
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拥有骨干志愿者 136 名，
还动员理发店、水果铺、
粮油店、干洗店等社区商

户利用自身特长和优势，
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浓浓邻里情 喜乐闹元宵”
“端午安康 ‘艾’意满满”
“茉莉芬芳 ‘香’约母亲
节”……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
感和满意度。

群众在哪里，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就延伸到哪
里。大三社区志愿服务用
“微力量”汇聚成文明实践
“大能量”，切实打通了服
务居民“最后一公里”。

社区是文明实践的主阵地、主场景，与基层治理、百姓生活深度融合。近

年来，南夏墅街道大学新村三社区充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群活动中

心、社区书屋等阵地资源，发挥社会组织力量，共建共融，构建点多面广、互
联互通的文明实践生活服务圈。

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
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更加注重突出重点，突出体制机
制改革，突出战略性、全局性重
大改革，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
作用，凸显改革引领作用，为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明确了重点任务、指出了
主攻方向。

既抓重要领域、重要任务、
重要试点，又抓关键主体、关键
环节、关键节点，以重点带动全
局，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一
个重要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
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
各方面改革，发挥经济体制改革
牵引作用，实现改革由局部探
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
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

框架基本建立，全面深化改革取
得历史性伟大成就。实践充分证
明，坚持重点突破，在整体推进
的基础上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
要方面，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
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
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
重点突破相统一，才能做到纲举
目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任务
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坚持和落实‘两个毫
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
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全会通过的 《决定》，锚定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目标，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
重大改革举措，注重发挥经济
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注重构建
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是其重
要特点。

必须深刻认识到，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只有处
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
问题，既“放得活”又“管得
住”，才能更好激发全社会内生
动力和创新活力；高质量发展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首要任务，只有以新发展
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
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
机制，才能塑造发展新动能新
优势；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
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只有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
域改革，才能增强宏观政策取
向一致性；城乡融合发展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
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
流动，才能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发展；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鲜明标识，只有坚持对外开放
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才能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
化的发展空间。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
技、人才作为专章阐述并一体部
署，明确到 2035年建成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全会
通过的《决定》对深化教育科技
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出了重
要部署。必须深刻认识到，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只有深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
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
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
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
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才能形成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支
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
分证明，紧紧扭住解放和发展社
会生产力，就能为其他各方面改
革提供强大推动，影响其他各个
方面改革相应推进。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更
加注重突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
改革牵引作用，进一步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
活力，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
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就一定
能谱写新时代改革开放新篇章，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
劲动力。
来源：《人民日报》7月23日第01版

———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端午活动

小小“网格员”在社区“找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