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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钢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文件 

 

钢城文明委〔2022〕1号 

 

关于印发《钢城区关于深化“五为”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责任分解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功能区）党工委，区委各部门，区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党

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区属各企事业单位党组织： 

现将《钢城区关于深化“五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责任分解

方案》予以印发，请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济南市钢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2022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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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城区关于深化“五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责任分解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

部署要求，贯彻落实省文明委《关于深化“五为”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的实施方案》和市通知要求，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

更好地发挥志愿服务为老、为小、为困难群体、为需要心理疏导

和情感慰藉群体、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独特优势，结合钢城区

实际，现将深化“五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各项任务分解如下： 

一、主要内容 

（一）深化“为老”服务 

一是生活照料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洁净生活”“幸福食堂”

等志愿服务，满足差异化需求，改善老年人居住环境，倡导新时

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牵头部门：区民政局；责任单位：各志

愿服务组织，各街道、功能区） 

二是精神陪伴志愿服务。与村居空巢、独居老人常态化开展

“黎明约会”“傍晚问候”志愿服务，组织开展“爱心陪伴”“做

您的儿女”等心理疏导、精神慰藉专业化志愿服务，有效解决老

年人的心理情感需求。（牵头部门：区委宣传部；责任单位：区

心理健康志愿服务队，各街道、功能区） 

三是文体健康志愿服务。推动医疗志愿服务资源力量下沉，

开展“健康养生”“送诊”“文艺进万家 健康你我他”“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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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文明实践”等志愿服务，常态化开设文化文艺、体育健身

培训，不断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牵头部门：区卫健

局；责任单位：区文联、区教体局、区文旅局，各街道、功能区） 

四是智慧助老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智慧助老”志愿服务，

着力提高老年人运用数字产品能力，提高老年人识别电信诈骗、

网络诈骗的知识与技巧，保障老年人的智能化权益。（牵头部门：

市公安局钢城区分局；责任单位：各街道、功能区） 

五是老有所为志愿服务。鼓励和支持年纪较轻的老年人参与

志愿服务，在推进传播创新理论、宣传党的政策、推进社区治理、

促进邻里和谐、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中发挥新作用。（牵头部门：

区民政局；责任单位：各街道、功能区） 

（二）深化“为小”服务 

一是理想信念宣讲志愿服务。组织道德模范、时代楷模、“五

老”等志愿服务报告团、宣讲团，持续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宣讲活动，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用党的创新理论、优良传统武装青少年、引领青少年。（牵头部

门：区委宣传部；责任单位：团区委、区教体局，各街道、功能

区） 

二是生活救助志愿服务。健全完善帮扶困境儿童数据库，搭

建社会救助机制，落实“一对一”“多对一”结对帮扶，让困境

儿童生活条件“好起来”。推广孤困儿童“扶困、扶心、扶智、

扶技”帮扶模式。（牵头部门：区民政局；责任单位：团区委、

区妇联，各志愿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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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心理健康教育志愿服务。组织专家志愿者以主题讲座、

网络课堂、咨询辅导等方式开展价值理念、意志品德教育。常态

化组织专业教师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通过专题指导、个性化辅

导等形式，对在校中小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精准化、个性化

指导。（牵头部门：区卫生健康局；责任单位：区教体局、区心

理健康志愿服务队） 

四是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发挥图书馆、文化馆（站）、纪念

馆等阵地场所作用，为未成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搭平台、建舞台。

把思想道德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与参与文化体育、文明交通、

科普宣讲、爱老助老等志愿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促进未成年人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牵头部门：区委宣传部；责任单位：团区

委、区教体局、区文旅局，各街道、功能区） 

五是就业培训志愿服务。聚焦青少年就业创业需求，围绕技

能培训、创业指导、职业规划等领域组织职业院校及社会机构成

立志愿服务队，个性化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帮助青少年提高技

能、融入社会。（牵头部门：区人社局；责任单位：团区委，各

街道、功能区） 

（三）深化“为困难群体”服务 

一是送优惠政策志愿服务。做好“宣讲+服务”，立足困难

群众知晓、用好、享受好救助帮扶政策。开展自强模范先进事迹

宣传，发挥自强讲堂、助残基地等示范作用，激发困难群体内生

动力。（牵头部门：区委宣传部；责任单位：区残联、区民政局，

各街道、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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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生活帮扶志愿服务。结合基层社会治理，成立群众身边

的志愿服务队伍，深化“温情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开展“四

季关爱”困难职工、“百企千岗助困”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扶

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

爱和温暖就在身边。（牵头部门：区民政局；责任单位：区总工

会，各街道、功能区） 

三是爱心助残志愿服务。深入推进“如康家园”残疾人之家

建设，广泛开展“聚力如康 共享阳光”助残志愿服务。持续打

造“长城爱心大本营—我是你的眼”“青岛笑脸—量体选衣”等

一批助残志愿服务品牌。（牵头部门：区残联；责任单位：各志

愿服务组织，各街道、功能区） 

四是医疗救助志愿服务。针对残疾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等群体特点，组织开展上门医疗、健康下基层等志愿服务活动。

（牵头部门：区卫健局；责任单位：区民政局、区残联，各街道、

功能区） 

五是技能提升志愿服务。深入开展“智惠行动”科技志愿服

务，组织农业专家、资深工匠、致富能手等成立志愿服务队，对

困难群众进行精准化、实用化的技能扶持。（牵头部门：区人社

局；责任单位：区科协、区农业农村局，各街道、功能区） 

六是法律援助志愿服务。以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人为重

点，广泛开展“法援惠民生”志愿服务。重点围绕工地、企业、

学校等领域，依法为农民工、未成年人等提供法律援助。（牵头

部门：区司法局；责任单位：各街道、功能区） 



 —6—

（四）深化“为需要心理疏导和情感慰藉群体”服务 

一是心理专家“五进”志愿服务。拓展“百名心理专家进校

园”志愿服务活动，针对在校学生心理问题进行心理辅导。有计

划有组织地开展心理疏导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及

时开展心理疏导、精神慰藉志愿服务。（牵头部门：区委宣传部；

责任单位：区教体局、区心理健康志愿服务队，各街道、功能区） 

二是心理健康培训志愿服务。邀请相关心理专家，成立心理

专业志愿服务队，对村（社区）、学校等基层心理咨询站点提供

技术指导和培训，定期组织心理健康公益讲座、科普知识宣传等

活动，为特定人群提供心理支持服务。（牵头部门：区卫健局；

责任单位：区心理健康志愿服务队） 

（五）深化“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 

一是理论宣讲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永远跟党走”新时代宣

讲志愿服务，广泛组建党员干部、专家学者、基层百姓三支队伍，

扩大劳模工匠、“五老人员”、基层党组织书记等专业宣讲志愿

服务队，创新宣讲方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牵头单位：区委宣传部；责任单位：各宣讲志愿服务队）   

二是应急救援志愿服务。发挥退役军人、消防志愿者等主体

作用，组建应急救援专业志愿服务队伍，广泛开展消防知识宣讲、

应急救援、抢险救灾等应急志愿服务。（牵头单位：区应急管理

局；责任单位：区红十字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消防救援大

队，钢城区蓝天救援队） 

三是生态环保志愿服务。组织开展环保宣传、垃圾分类、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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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低碳实践等志愿服务活动。开展绿化美化志愿服务，培育形成

崇尚自然、善待环境的行为习惯。（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

责任单位：区住建局、区自然资源局、区城管局，各街道、功能

区） 

四是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发挥好城乡社区志愿者联防联控作

用,常态化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科学有序参与防疫宣传和管

控,做好秩序维护、心理疏导、物资配送等服务。（牵头单位：

区卫健局；责任单位：各街道、功能区） 

五是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围绕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

志愿服务力量下沉城乡社区,探索建立邻里互助队、村民互助会,

组织志愿者积极参加治安巡查、禁赌禁毒和防范违法犯罪等工

作,完善群防群治网络。（牵头单位：区委政法委；责任单位：

各街道、功能区） 

六是文明风尚志愿服务。组建各类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志愿服

务队伍,广泛开展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餐桌、文明礼仪、

文明办事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大力培育时代新风,

积极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牵头单位：区文明办；责

任单位：区民政局，各街道、功能区） 

二、工作要求 

1.强化责任落实。深化“五为”志愿服务活动是当前和今后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重中之重，年底将根据工作落实情况纳入

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作为文明村镇、先进单位评选的

重要依据。各街道（功能区）、村（社区）党组织要落实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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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主要负责人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抓、带头

做，层层压实责任。各相关部门单位要立足岗位，整合各类资源，

调动各方志愿力量，紧密结合“五为”开展志愿活动，争当党委、

政府和群众的“好帮手”。 

2.加强激励保障。加大对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资金支持力

度，区级财政、各街道（功能区）要统筹现有资金渠道予以支持，

为活动开展、项目实施、站点建设提供必要经费。将在全区范围

内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

为志愿服务活动开展提供有力保障。制定志愿服务激励嘉许办

法，对表现突出的志愿者在就业创业、就医就学、评先评优、公

共服务等方面给予礼遇优待，树立德者有得、德者受尊的鲜明导

向。 

3.营造浓厚氛围。把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大力弘扬志愿精神，广泛普及志愿

文化。加强宣传引导，深入挖掘、广泛宣传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中

涌现出的感人事迹和先进典型，持续讲好新时代雷锋故事，推动

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为建设现代化高品质美丽

钢城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 
 

 

 

 

 

 

 

济南市钢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4月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