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文明实践办〔2021〕2 号

关于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所（站）建设

评估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场街道党（工）委，乡镇人民政府、农场、街道办：

根据《关于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所（站）建设评估验

收工作的通知》（揭市文明办〔2021〕31 号）要求，省文明办

将组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所（站）建设评估验收工作。

为做好评估验收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验收时间及形式

（一）11月 25日前：各乡镇场街道完成本辖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示范所（站）建设评估自评工作，自评结果报市文明实

践办审核。

（二）11月 30日前：揭阳市文明办对本市各新时代文明

实践示范所（站）开展实地验收，验收结果报省文明办。

（二）12月上旬：省文明办开展抽样评估。

二、验收要求

（一）严格对标评估标准。各乡镇场街道按照广东省建设

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所（站）评估体系及操作细则的要求，开

普宁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



展辖区内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所（站）自评，并做好相关印证

材料的归档工作。

（二）报送自评表。各乡镇场街道将辖区内各新时代文明

实践示范所（站）自评表（见附件 1、2，需加盖公章）于 11

月 25 日前报送至市文明实践办邮箱。

联系人：陈晓瑜，联系电话（传真）：0663-2211545，邮

箱：pnxsdwmsjb @163.com。

附件：1.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所自评表

2.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自评表

3.广东省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所评估体系操作

细则

4.广东省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评估体系操作

细则

5.广东省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所名单（普宁）

6.广东省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名单（普宁）

普宁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3 日



附件 1

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所自评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评估
项目

评估
内容

评估标准
自评
分

Ⅰ-1
组织
领导
体系
（15
分）

Ⅱ-1
党委
政府
重视
（5
分）

1）乡镇（街道）党（工）委每年专题研究实践所
（站）建设工作，根据上级有关要求制定工作方案
或工作措施。（2 分）
2）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担任实践所所长，
每年研究部署文明实践工作事项≥4 次，统筹协调
各类资源、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文明实践
工作。（3 分）

Ⅱ-2
工作
职责
明确
（6
分）

1）实践所发挥承上启下作用，结合实际抓好工作
落实，组织开展好乡镇（街道）本级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从策划活动项目、组建志愿队伍、开展
志愿服务等方面指导辖区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活动。
（2 分）
2）乡镇（街道）负责宣传工作的党（工）委委员
履行好推动实践所工作有效开展的职责，安排专人
负责实践所的日常工作。（2 分）
3）实践所建设工作与基层党的建设、社会治理、
乡村振兴、民生实事等工作有机结合。（2 分）

Ⅱ-3
保障
投入
到位
（4
分）

1）采取调剂使用、购买服务、社工+志愿者等方式，
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工作队伍，确保文明实践活动
有人组织、扎实开展。（2 分）
2）采取财政支持、企业赞助、社会募捐等形式，
强化经费保障投入。加强经费规范管理，严格按规
定使用上级下拨资金。（2 分）

Ⅰ-2
完善
阵地
平台
（20
分）

Ⅱ-4
阵地
设置
规范
（15
分）

1）实践所设置在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文体活动
中心、公共文化场馆、市民广场、商业街区等人流
较为集中的公共场所，有效整合党群服务中心、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阵地资源，标志统一、醒目，
群众参与便利。（2 分）
2）实践所规范设置阵地标识、组织架构、管理制
度、活动计划公示、队伍名册、活动台账、宣传展
示栏、群众需求征集（线上或线下）途径。（4 分）
3）有开展理论宣讲、村（居）民教育、文体活动、
科普宣传、文明风尚等功能场所或设施。（6 分）



评估
项目

评估
内容

评估标准
自评
分

4）延伸实践所、站阵地网络，因地制宜探索实践
基地、点、户等阵地设置。打造一批有人员、有项
目、有管理、有标识的志愿服务站点，构建点多面
广、功能完备的“15 分钟服务圈”。（3 分）

Ⅱ-5
平 台
终 端
融通
（5 分）

1）打通实践中心、所、站三级文明实践阵地资源，
实现“两中心一平台”的有效融合，充分用好文明
实践云平台。（3 分）
2）构建“群众点单、中心（所、站）派单、志愿
者接单、群众评单”工作闭环。（2 分）

Ⅰ-3
建设
志愿
队伍
（20
分）

Ⅱ-6
登记
注册
完整
（10
分）

1）组建乡镇（街道）级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由
乡镇（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队长，
带头参加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3 分）
2）乡镇（街道）在职党员、团员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参与率达 80%，人均每年志愿服务时长达到 20
小时，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本地常住人口比例达 13%
以上，各村（社区）均成立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注重发挥本地乡土文化人才、科技能人、“五老”
人员、新乡贤、返乡创业人士、群众性活动带头人
等的作用，组建涵盖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文艺服务、
助学支教、医疗健身、科学普及、法律服务、卫生
环保、应急救援、扶贫帮困、移风易俗等多功能志
愿服务队伍。（7 分）

Ⅱ-7
管理
服务
精细
（10
分）

1）乡镇（街道）实践所加强对辖区各志愿服务队
伍的业务培训、管理、服务，每年开展培训不少于
4 次，提升志愿队伍的组织能力、专业知识、服务
技巧。（2 分）
2）实践所有工作人员负责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平台
管理，各志愿服务队伍均能有效开展项目发布、志
愿者招募、时长记录、信息报送等工作。（3 分）
3）志愿者活跃度≥50%。（2 分）
4）开展志愿者的激励嘉奖，宣传推广优秀志愿者、
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志愿服务项目等。
（3 分）

Ⅰ-4
开展
实践
活动
（40

Ⅱ-8
计划
制定
科学
（5 分）

结合群众需求，策划好年度志愿服务计划清单，建
立志愿服务“项目库”。（5 分）



评估
项目

评估
内容

评估标准
自评
分

分）

Ⅱ-9
活动
开展
常态
（30
分）

1）开展科学理论实践活动。组建以党员干部、专
家学者、“百姓名嘴”等为主要骨干的理论宣讲志
愿服务队伍，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集中宣讲每年不少于 4 次。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所长每年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2 次。（6
分）
2）开展政策宣传宣讲实践活动。依托文明实践阵
地，通过“板凳课堂”“田间播报”等生动活泼形
式，深入宣传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宣传阐释党中央大政方针、为民利民惠民政
策，集中宣讲每年不少于 4 次。（6 分）

Ⅰ-4
开展
实践
活动
（40
分）

Ⅱ-9
活动
开展
常态
（30
分）

3）开展培育践行主流价值实践活动。围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公民道德建设、爱国主义、中国梦、
中华传统美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学习时代楷模、
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引导群众向上向
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社会主义法
治精神宣传等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6 分）
4）开展丰富活跃文化生活实践活动。挖掘和培养
乡土文化能人，激发基层群众自办文化活动的积极
性，传承岭南文化、农耕文化、民间技艺、乡风民
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精心组织“中国农民丰收节”等相关活
动，每年开展节日民俗和文体娱乐活动≥4 次。深
化拓展主题活动，经常性组织开展广场舞、地方文
艺会演、群众体育比赛、戏曲进乡村、读书看报、
文艺培训等活动，提振人民群众的精气神。（6 分）
5）开展移风易俗实践活动。围绕村规民约、婚丧
礼俗改革、破除陈规陋习、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生活方式、弘扬科学、抵制腐朽落后思想等开展弘
扬时代新风、培育时代新人系列志愿服务活动。（6
分）

Ⅱ-10
项目
培育
持续
（5 分）

按照“精准化、常态化、便利化、品牌化”要求，
积极培育本地特色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利用多
种媒介做好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的宣传报道。（5
分）

Ⅰ-5
群众
评价
（5 分）

Ⅱ-11
工作
成效
明显
（5 分）

1）群众对文明实践工作的知晓率≥90%。（1 分）
2）群众对文明实践活动的参与率≥60%。（2 分）
3）群众对文明实践工作的满意率≥90%。（2 分）



评估
项目

评估
内容

评估标准
自评
分

加分
项目

加分标准

特色
加分

1）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试点工作获中央、省级表彰，分别
加 5分、4分。
2）承担国家级、省级文明实践重点活动的，每次加 3分、2
分。
3）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
项目等的，分别加 3分、2分。
4）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积极开展创新性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
得到广泛认可的，每项加 1分。
备注：评估期一年内，按最高项累计加分，总分不超过 10分。

自评总分



附件 2

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自评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评估
项目

评估
内容

评估标准 自评分

Ⅰ

-1
组
织
领
导
体
系
（15
分）

Ⅱ-1
村（社
区）党
组织
重视
（6 分）

1）村（社区）党组织专题研究实践站建设工作，
根据上级有关要求制定工作方案或工作措施。（3
分）

2）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实践站站长，每年
研究部署文明实践工作事项≥12 次，统筹协调各
类资源、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文明实践
工作。（3 分）

Ⅱ-2
工作
职责
明确
（9 分）

1）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履行好推动实践站工作
有效开展的职责，安排专人负责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的日常工作。（3 分）

2）实践站建设工作与基层党的建设、社会治理、
乡村振兴、民生实事等工作有机结合。（3 分）

3）加强经费规范管理，严格按规定使用上级下拨
资金。（3 分）

Ⅰ

-2
完
善
阵
地
（20
分）

Ⅱ-3
阵地
设置
规范
（20
分）

1）实践站设置在人流较为集中的公共场所，有效
整合党群服务中心、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阵地
资源，标志统一、醒目，群众参与便利。（2 分）

2）实践站规范设置阵地标识、组织架构、管理制
度、活动计划公示、队伍名册、活动台账、宣传
展示栏、群众需求征集途径。（4 分）

3）有具备开展理论宣讲、村（居）民教育、文体
活动、科普宣传、文明风尚宣传等功能场所或设
施。（6 分）

4）因地制宜探索实践点、户阵地设置。打造一批
有人员、有项目、有管理志愿服务站点，构建点
多面广、功能完备的“15 分钟服务圈”。（5 分）

5）与实践中心、所文明实践阵地资源有效打通，
用好“群众点单、中心（所、站）派单、志愿者接
单、群众评单”平台。（3分）



评估
项目

评估
内容

评估标准 自评分

Ⅰ

-3
建
设
志
愿
队
伍

（20 分）

Ⅱ-4
登记
注册
完整
（10
分）

1）组建村（社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由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担任队长，带头参加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3 分）

Ⅰ

-3
建
设
志
愿
队
伍
（20
分）

Ⅱ-4
登记
注册
完整
（10
分）

2）村（社区）党员、团员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参与
率达 80%，人均每年志愿服务时长达到 20 小时，
广泛发动群众，注重发挥本地乡土文化人才、科
技能人、“五老”人员、新乡贤、返乡创业人士、
群众性活动带头人等的作用，组建功能多样的志
愿服务队伍。（3 分）

3）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本村（社区）常住人口 13%
以上。（4 分）

Ⅱ-5
管理
服务
精细

（10 分）

实践站有工作人员负责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平台管
理，有效开展项目发布、志愿者招募、时长记录、
效果回馈、信息报送等工作。（10 分）

Ⅰ

-4
开
展
实
践
活
动
（40
分）

Ⅱ-6
计划
制定
科学

（10 分）

结合群众需求，策划好年度志愿服务计划清单，
建立志愿服务“项目库”。（10 分）

Ⅱ-7
活动
开展
常态
（30
分）

1）围绕学习实践科学理论、政策宣传宣讲、培育
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移风易俗等
方面开展多种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10 分）

2）每月至少开展 2 次常态化文明实践活动。（10
分）

3）加强对志愿队伍、人员的培训，对文明实践志
愿者、志愿服务队伍激励嘉许。（10 分）



评估
项目

评估
内容

评估标准 自评分

Ⅰ

-5
群
众
评
价

（5 分）

Ⅱ-8
工作
成效
明显
（5 分）

1）群众对文明实践工作的知晓率≥90%。（1 分）
2）群众对文明实践活动的参与率≥60%。（2 分）
3）群众对文明实践工作的满意率≥90%。（2 分）

加分
项目

加分标准

特色
加分

1）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试点工作获中央、省级表彰，分
别加 5 分、4 分。
2）承担国家级、省级文明实践重点活动的，每次加 3 分、
2 分。
3）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
务项目等的，分别加 3 分、2 分。
4）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积极开展创新性工作并取得初步成
效，得到广泛认可的，每项加 1 分。
备注：评估期一年内，按最高项累计加分，总分不超过 10
分。

自评总分



附件 3

广东省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所评估体系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Ⅰ-1

组织领导

体系

（15分）

Ⅱ-1

党委政府

重视

（5分）

1）乡镇（街道）党委每年专题研究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工作，根据上级有关

要求制定工作方案或工作措施。（2分）

2）乡镇（街道）党委书记担任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长，每年研究部署文明实践工作事

项≥4次，统筹协调各类资源、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文明实践工作。（3分）

1）查阅资料

2）查阅资料、

访谈交流

Ⅱ-2

工作职责

明确

（6分）

1）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发挥承上启下作用，结合实际抓好工作落实，组织开展好乡镇（街

道）本级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从策划活动项目、组建志愿队伍、开展志愿服务等

方面指导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活动。（2分）

2）乡镇（街道）负责宣传工作的党（工）委委员履行好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工作有

效开展的职责，安排专人负责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日常工作。（2分）

3）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工作与基层党的建设、社会治理、乡村振兴、民生实事、脱

贫攻坚等工作有机结合。（2分）

1）3）查阅资

料、访谈交流

2）查阅资料、

实地考察

Ⅱ-3

保障投入

到位

（4分）

1）采取调剂使用、购买服务、社工+志愿者等方式，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工作队伍，

确保文明实践活动有人组织、扎实开展。（2分）

2）采取财政支持、企业赞助、社会募捐等形式，强化经费保障投入。加强经费规范管

理，严格按规定使用上级下拨资金。（2分）

1）实地考察、

查阅资料

2）查阅资料、

访谈交流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Ⅰ-2

完善阵地

平台

（20分）

Ⅱ-4

阵地设置

规范

（15分）

1）文明实践所设置在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公共文化场馆、市民广场、

商业街区等人流较为集中的公共场所，有效整合党群服务中心、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等阵地资源，标志统一、醒目，群众参与便利。（2分）

2）文明实践所规范设置阵地标识、组织架构、管理制度、活动计划公示、队伍名册、

活动台账、宣传展示栏、群众需求征集（线上或线下）途径。（4分）

3）有新时代课堂、阅读空间、理论政策宣传、文化展示培训、文明风尚宣传等功能场

所和配套设施。（6分）

4）延伸实践所、站阵地网络，因地制宜探索实践基地、点、户等阵地设置。打造一批

有人员、有项目、有管理、有标识的志愿服务站点，构建点多面广、功能完备的“15

分钟服务圈”。（3分）

实地考察、查

阅资料

Ⅱ-5

平台、终

端融通

（5分）

5）打通中心、所、站三级文明实践阵地资源，实现“两中心一平台”的有效融合，充
分用好文明实践云平台。（3分）

6）构建“群众点单、中心（所、站）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工作闭环。（2

分）

实地考察、查

阅资料、访谈

交流

Ⅰ-3

建设志愿

队伍

（20分）

Ⅱ-6

登记注册

完整

（10分）

1）组建乡镇（街道）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由乡镇（街道）党（工）委主要

负责同志担任队长，带头参加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3分）

2）乡镇（街道）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干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参与率达 80%，人均每年志

愿服务时长达到 20小时，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本地常住人口比例达 15%以上，各村（社

区）均成立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注重发挥本地乡土文化人才、科技能人、“五老”

人员、新乡贤、返乡创业人士、群众性活动带头人等的作用，组建涵盖理论政策宣讲、

文化文艺服务、助学支教、医疗健身、科学普及、法律服务、卫生环保、应急救援、

扶贫帮困、移风易俗等多功能志愿服务队伍。（7分）

查阅资料、实

地考察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Ⅱ-7

管理服务

精细

（10分）

1）乡镇（街道）文明实践示范所加强对辖区各志愿服务队伍的业务培训、管理、服务，

每年开展培训不少于 4次，提升志愿队伍的组织能力、专业知识、服务技巧。（2分）

2）文明实践示范所有专人负责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平台管理，各志愿服务队伍均能有效

开展项目发布、志愿者招募、时长记录、信息报送等工作。（5分）

3）开展志愿者的激励嘉奖，宣传推广优秀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

志愿服务项目等。（3分）

查阅资料、访

谈交流

Ⅰ-4

开展实践

活动

（40分）

Ⅱ-8

计划制定

科学

（5分）

结合群众需求，策划好年度志愿服务计划清单，建立志愿服务“项目库”。（5分） 查阅资料

Ⅱ-9

活动开展

常态

（30分）

1）开展科学理论实践活动。组建以党员干部、专家学者、“百姓名嘴”等为主要骨干

的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伍，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宣讲

每年不少于 4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所长每年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2次。（6分）

2）开展政策宣传宣讲实践活动。依托文明实践阵地，通过“板凳课堂”“田间播报”

等生动活泼形式，深入宣传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阐释党中

央大政方针、为民利民惠民政策，集中宣讲每年不少于 4次。（6分）

3）开展培育践行主流价值实践活动。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道德建设、爱国

主义、中国梦、中华传统美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学习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

人物、身边好人，引导群众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社会主义法

治精神宣传等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6分）

4）开展丰富活跃文化生活实践活动。挖掘和培养乡土文化能人，激发基层群众自办文

化活动的积极性，传承岭南文化、农耕文化、民间技艺、乡风民俗。弘扬优秀传统文

查阅资料、实

地考察、访谈

交流

查阅资料、实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化，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精心组织“中国农民丰收节”等相关活动，

每年开展节日民俗和文体娱乐活动≥4次。深化拓展主题活动，经常性组织开展广场舞、

地方文艺会演、群众体育比赛、戏曲进乡村、读书看报、文艺培训等活动，提振人民

群众的精气神。（6分）

5）开展移风易俗实践活动。围绕村规民约、婚丧礼俗改革、破除陈规陋习、倡导文明

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弘扬科学、抵制腐朽落后思想等开展弘扬时代新风、培育时

代新人系列志愿服务活动。（6分）

地考察、访谈

交流

Ⅱ-10

项目培育

持续

（5分）

按照“精准化、常态化、便利化、品牌化”要求，积极培育本地特色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项目，利用多种媒介做好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的宣传报道。（5分）
查阅资料

Ⅰ-5

群众评价

（5分）

Ⅱ-11

工作成效

明显

（5分）

1）群众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知晓率≥90%。（1分）

2）群众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参与率≥80%。（2分）

3）群众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满意率≥90%。（2分）

访谈交流、问

卷调查

加分项目 加分标准 评估方法

特色加分

1）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试点工作获中央、省级表彰，分别加 5分、4分。

2）承担国家级、省级文明实践重点活动的，每次加 3分、2分。

3）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项目等的，分别加 3分、2分。

4）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积极开展创新性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的，得到广泛认可的，每项加 1分。

备注：评估期一年内，按最高项累计加分，总分不超过 10分。

提供命名文

件或获奖证

书照片；媒体

报道、刊载等

复印件及视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频、音频资

料；其他相关

印证材料



附件 4

广东省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评估体系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Ⅰ-1

组织领导

体系

（15分）

Ⅱ-1

村（社区）

党组织重

视（6分）

1）村（社区）党组织专题研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工作，根据上级有关要求制定工

作方案或工作措施。（3分）

2）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每年研究部署文明实践工作事

项≥12次，统筹协调各类资源、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文明实践工作。（3分）

1）查阅资料

2）查阅资料、

访谈交流

Ⅱ-2

工作职责

明确

（9分）

1）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履行好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工作有效开展的职责，安排专

人负责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日常工作。（3分）

2）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工作与基层党的建设、社会治理、乡村振兴、民生实事、脱

贫攻坚等工作有机结合。（3分）

3）加强经费规范管理，严格按规定使用上级下拨资金。（3分）

1）3）查阅资

料、访谈交流

2）查阅资料

实地考察

Ⅰ-2

完善阵地

（20分）

Ⅱ-3

阵地设置

规范

（20分）

1）文明实践站设置在人流较为集中的公共场所，有效整合党群服务中心、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等阵地资源，标志统一、醒目，群众参与便利。（2分）

2）文明实践站规范设置阵地标识、组织架构、管理制度、活动计划公示、队伍名册、

活动台账、宣传展示栏、群众需求征集途径。（4分）

3）有新时代课堂、阅读空间、理论政策宣传、文化展示培训、文明风尚宣传等功能场

所和配套设施。（6分）

4）因地制宜探索实践点、户等阵地设置。打造一批有人员、有项目、有管理、有标识

的志愿服务站点，构建点多面广、功能完备的“15分钟服务圈”。（5分）

实地考察、查

阅资料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5）与实践中心、所文明实践阵地资源有效打通，用好“群众点单、中心（所、站）派

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平台。（3分）

Ⅰ-3

建设志愿

队伍

（20分）

Ⅱ-4

登记注册

完整

（10分）

1）组建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由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队长，

带头参加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3分）

2）村（社区）党员干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参与率达 80%，人均每年志愿服务时长达到

20小时，广泛发动群众，注重发挥本地乡土文化人才、科技能人、“五老”人员、新

乡贤、返乡创业人士、群众性活动带头人等的作用，组建功能多样的志愿服务队伍。

（3分）

3）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本村（社区）常住人口 15%以上。（4分）

查阅资料、实

地考察

Ⅱ-5

管理服务

精细

（10分）

文明实践示范站有专人负责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平台管理，有效开展项目发布、志愿者

招募、时长记录、效果回馈、信息报送等工作。（10分）

查阅资料、访

谈交流

Ⅰ-4

开展实践

活动

（40分）

Ⅱ-6

计划制定

科学

（10分）

结合群众需求，策划好年度志愿服务计划清单，建立志愿服务“项目库”。（10分） 查阅资料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Ⅱ-7

活动开展

常态

（30分）

1）围绕学习实践科学理论、政策宣传宣讲、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

移风易俗等方面开展多种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10分）

2）每月至少开展 2次常态化文明实践活动。（10分）

3）加强对志愿队伍、人员的培训，对文明实践志愿者、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激励嘉许。

（10分）

查阅资料、实

地考察、访谈

交流

Ⅰ-5

群众评价

（5分）

Ⅱ-8

工作成效

明显

（5分）

1）群众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知晓率≥90%。（1分）

2）群众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参与率≥80%。（2分）

3）群众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满意率≥90%。（2分）

访谈交流、问

卷调查

加分项目 加分标准 评估方法

特色加分

1）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试点工作获中央、省级表彰，分别加 5分、4分。

2）承担国家级、省级文明实践重点活动的，每次加 3分、2分。

3）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项目等的，分别加 3分、2分。

4）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积极开展创新性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的，得到广泛认可的，每项加 1分。

备注：评估期一年内，按最高项累计加分，总分不超过 10分。

提供命名文

件或获奖证

书照片；媒体

报道、刊载等

复印件及视

频、音频资

料；其他相关

印证材料



附件 5

广东省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所名单（普宁）

县（区、市） 序号 文明实践示范所

普宁市
1 广太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2 大南山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附件 6

广东省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名单（普宁）

县（区、市） 镇（街道） 序号 文明实践示范站

普宁市（58）

流沙东街道
1 北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 新坛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流沙西街道
3 南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4 赤水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流沙南街道
5 后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6 里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流沙北街道
7 白沙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8 西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池尾街道
9 新寮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10 多年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大南山街道
11 什石洋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12 和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燎原街道
13 果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14 渔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洪阳镇
15 鸣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16 沟边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里湖镇
17 庵埔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18 富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梅塘镇
19 大宅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0 大东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大坝镇
21 白坑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2 铁山洋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赤岗镇
23 仙洞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4 五福屿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南溪镇
25 老方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6 下尾张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广太镇
27 大寮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8 绵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占陇镇
29 下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30 西楼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军埠镇
31 新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32 后楼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下架山镇
33 葵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34 陂老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南径镇
35 磨坑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36 青洋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麒麟镇
37 陈洞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38 径水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梅林镇
39 埔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40 新楼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船埔镇
41 深水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42 鸭母寮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云落镇
43 大池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44 中央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高埔镇
45 坪上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46 梅星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大坪镇
47 大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48 新竹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后溪乡
49 矿坑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50 平洋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大坪农场
51 石镜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52 大坪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大池农场
53 军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54 柑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马鞍山农场
55 汉塘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56 泰盘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普侨区
57 侨新居委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58 茶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