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浙文明办〔２０１６〕４ 号

关于做好 ２０１６ 年“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的通知

各市文明办：

根据省文明委年度工作安排，现就做好 ２０１６ 年“我们的

节日”主题活动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标

以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浙江人共

同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总体目标，坚持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坚持立足当地、因地制

宜、就近就便、节俭高效，在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

等中华传统节日期间广泛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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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活动形式内容，充分挖掘传统节日的深厚文化内涵，弘扬

传统美德、培育文明风尚、凝聚民族情感，营造国家富强、社会

和谐、家庭幸福的浓厚节日氛围，为建设“两富”“两美”浙江

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二、活动内容

１ 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深入挖掘传统节日主题，

突出传统文化内涵，结合建党 ９５ 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

利 ８０ 周年等系列纪念活动，利用传统节日、现代节日和农村

特色节庆，精心设计活动载体形式，在城乡社区、街道乡村、机

关、学校、企业、社团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民俗、文化娱乐

和体育健身活动，推动“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深入开展。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百姓节日生活，落实中宣部有关要

求，春节期间精心做好挂核心价值观主题灯笼、贴核心价值观

主题春联工作，营造大街小巷挂有德吉祥灯笼、家家户户贴传

统美德春联的浓厚宣传教育氛围。按照《关于广泛开展“结

对子、种文化、育文明”活动的通知》（浙宣〔２０１５〕１８ 号）要

求，深入拓展并结合“双万结对、共建文明”和“千镇万村种文

化”等活动，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用足用好公共文化

活动中心、城市文化公园、农村文化礼堂、乡村学校少年宫等

公共文化阵地，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城乡基层广泛开展

公益性文化惠民服务活动，让人们在参与中亲身体验节日习

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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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广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和志愿服务活动。抓住各传

统节日的有利时机，以孤寡（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贫困户、

低保户、残疾人等困难群众为重点服务对象，组织有关部门、

各级文明单位通过结对共建、定向帮扶等形式，深入困难群众

走访慰问，开展各种关爱活动，推动有关部门惠民措施的尽快

落实，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他们共度舒心温暖的传

统节日。关爱礼遇各级道德模范、最美人物、最美家庭等群

体，做好褒奖帮扶，展示中华民族崇德向善、共同进步的精神

风貌。立足广大城乡社区，以“邻里守望”为主线，广泛发动

群众特别是社区居民参与，组织动员志愿者在城市开展社区

家政、心理疏导、医疗保健、法律援助和治安巡逻等志愿服务，

在农村以关爱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因病因残因祸的残缺家

庭、单亲家庭子女为重点，开展互帮互助，为困难群众提供生

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传递亲情友情，传播文明社会风尚。

３ 广泛开展文明新风建设。以实施公民文明素质提升

工程为总抓手，以“做一个文明有礼的浙江人”为主题，深入

开展“文明出行、文明旅游、文明服务、文明礼仪”四大行动，

引导人们做一个守规则、重礼仪、懂感恩、讲诚信、有责任、做

好事的人，为 Ｇ２０ 杭州峰会和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举办

营造良好有序、文明有礼的社会环境。结合村规民约修订完

善，针对当前农村存在的不良风气，开展形式多样的乡风评议

与专项治理活动，常态化开展“最美家庭”选树和文明家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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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活动，通过“家风榜”、“褒奖礼”等各种形式的褒扬活动，引

导广大群众遏制陈规陋习、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积

极利用春节、元宵、中秋等传统节日家庭团聚的有利时机，大

力倡导寻家训、明礼仪、传家风，以家风家规家训的提炼和传

承来继续推进好家风建设，以好家风带动好民风好社风。

三、活动要求

１ 精心组织实施。各地各单位要把开展“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作为丰富群众节日生活的一项重要工作，结合实际

研究制定具体活动方案，加强组织协调，确保活动取得成效。

要加强对基层节日活动的策划指导，组织创作富有节日文化

内涵的文化产品，丰富文化产品供给。各级文明单位要把深

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同创建工作紧密结合，纳入文明

创建规划。对大型群众性活动要做好应急预案和准备工作，

周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圆满顺利安全。对已经建

成的农村文化礼堂，要加强指导，充分发挥作用，积极开展富

有地方特色的节日民俗、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农事节庆活

动，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精神家园。

２ 加强氛围营造。各级媒体要把传统节日宣传教育作

为重要任务，通过新闻报道、言论评论、群众讨论等形式，多侧

面、多角度地宣传介绍传统节日，及时报道各地的活动开展情

况。要制作播出一批介绍传统节日的微视频、动漫作品和公

益广告，丰富节日荧屏声频。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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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互动活动，发挥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优势，吸引广大

群众参与“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积极营造尊重传统节日、

热爱传统节日、参与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

３ 提升活动水平。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这一根本贯穿于活动全过程，坚持从实际出发，适应群众的

审美情趣、接受能力和心理特点，立足群众乐于参与和便于参

与，不断创新节日活动的形式和载体，增强主题活动的群众

性、广泛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做到既形成声势又扎扎实实。

要积极倡导文明和谐、实用节俭的节日理念，在移风易俗中体

现人文关怀，在欢乐喜庆中倡导文明新风。

有关活动开展情况及时报送我办。

联系人：社会处郑江，０５７１—８７０５４６８４

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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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文明委各成员单位。

浙江省文明办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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