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河 北 省 省 会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文件

石文明 〔2018〕10号

关于开展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

各县 (市、区)文明委,省会文明委有关成员单位:

为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要求,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少年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中央文明办 《关于开展 “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要求和河北省部署,结合

我市实际,今年将进一步面向全市青少年儿童深化 “中国梦”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开展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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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全省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暨宣传部长会议和全

市宣传部长会议、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总结大会精神,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以 “扣好人生一粒扣子”为主题,广泛开展青少年

儿童思想道德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融入活动,在青少年和儿童中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其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打牢

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基;深入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培养

良好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增

强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深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厚植红色基因和爱国意识。通过学习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广

大青少年儿童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从小

立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重点活动

各县 (市、区)、各部门要围绕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教

育实践活动,重点组织好以下6项活动。

1. “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培养树立新时代青少年

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青少年和儿童中形成 “人人践

行核心价值观、争当时代新人”的生动局面。各地采取学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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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同学互荐,以及老师、家长和社会推荐等方式,推出一批事

迹突出的青少年典型。中央文明办会同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

联、中国关工委等,每季度从各省推荐的典型中选取10名左右,

组织中央和地方媒体集中宣传;省会文明办、省文明办每个季度

从基层推荐的 “新时代好少年”中择2名逐级推报;石家庄日

报、燕赵晚报等市属媒体和石家庄文明网、“文明石家庄”公众

号开设 “新时代好少年”专题专栏,常态化宣传青少年典型。各

县 (市、区)、各部门要利用多种载体、阵地和形式,组织开展

“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和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儿童见贤思

齐,从小做起。

2. “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教育活动。利用 “三·二三赶考

日”、清明、“七·一”、国庆等时间节点,在青少年和儿童中广

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传递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引导其铭记革命历史、崇尚

革命英雄、继承革命事业。清明节前后,组织青少年就近就便到

革命战争纪念地、烈士陵园等瞻仰宣誓、祭扫献花,礼敬先烈先

辈,感恩幸福生活。“七·一”前后,组织少年儿童唱响歌颂党、

歌颂祖国、歌颂新时代的优秀歌曲、童谣,以现场演唱、网络赛

歌、微信小视频等形式广泛传唱。“十·一”前后,对青少年儿

童进行国旗法、国歌法和党史国史教育,开展升国旗唱国歌、

“我和国旗合个影”、观看红色影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活

动,增强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感。依托本地文明网开设活动专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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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制作微信动态页面,以图文、动漫、视频等形式展示活动情

况,开展留言寄语等互动交流。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动。组织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学

习教育活动,推动青少年儿童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吸取

其中积极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传统美德,增强文化自觉、坚

定文化自信。组织学校开展 “我们的节日”、“少年传承中华传统

美德”、中华经典诵读和戏曲、书法、国画、中华武术进校园等

活动。带领青少年参观名人故居、传统民居、历史建筑等文化遗

址,组织协调文联、书协、戏曲协会等单位,邀请传统文化名家

和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走进学校、社区和青少年

宫、乡村学校少年宫等场所,进行传统文化授课和培训。

4.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组织青少年广泛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教育引导其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强化责任意识、

培育美好心灵、提高实践能力。围绕学校教学、校园环境、校园

文化建设等,组织学生参与校园自主管理类的志愿服务活动,提

升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意识。围绕社区生活,组织青少年开

展亲情关爱、保护环境、公益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组织青少年

就近就便到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所和敬老院、

福利院等社会机构开展知识讲解、秩序引导和敬老助老、关爱孤

残儿童等活动。推动志愿服务组织设计面向青少年的志愿服务项

目,吸引青少年参与。

5. “劳动美”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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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儿童树立热爱劳动的思想,养成热爱劳

动的习惯,培养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推动学校将 “劳动

光荣”的观念融入教育教学各方面,组织学生参与校内卫生清

洁、校外植树造林等集体劳动,选树 “劳动小能手”典型。引导

孩子在家庭力所能及地参与家庭劳动。组织青少年就近到社区、

村镇、各行各业进行劳动体验和实践,感受劳动的艰辛与快乐,

树立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的思想,立志成为勤于劳动、善于

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

6. “阳光成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辅

导和心理素质训练活动,塑造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培育自尊自

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充分发挥未成年人心理维护中

心 (心理健康辅导站)的作用,组织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和专业志

愿者深入学校、社区广泛开展巡讲,推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宣传

和知识普及。利用校外活动场所和乡村学校少年官,组织开展有

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心理素质拓展活动。组织学校举办心理健

康活动课、心理主题班会,编排校园心理剧,引导提高学生心理

素质。

三、组织实施

1.提高思想认识。组织开展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是中央、省文明委2018年度工作要点中新列入

的一项重要工作。河北省将把此项工作纳入全省 《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并赋予分值权重。各县 (市、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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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要充分认识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重

要意义,把各项活动作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具

体举措,作为2018年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

工作的重要任务,摆在突出位置,加强统筹谋划,细化工作方

案,扎实推进实施。

2.落实工作责任。各县 (市、区)、各部门要按照河北省、

石家庄市的活动整体部署,精心组织好本级各项活动。要积极协

调本地教育、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和组织的力量,动员

学校、家庭、社区、有关单位和广大青少年儿童广泛参与。要充

分依托本地各类活动阵地,认真组织青少年儿童在清明、“七·

一”、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积极开展活动。要认真组织本地文明

网设计活动页面,做好信息采集和宣传工作。

3.提升活动效果。在组织开展活动过程中,要深入研究新

形势下未成年人身心成长的新特点新规律,探索青少年道德实践

活动的新载体新手段。要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继承创新相结

合,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载体平台,发挥移

动终端的便利性,创新形式、丰富内容、营造氛围、展示成果,

确保各项活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4.及时报送信息。各县 (市、区)、各部门要及时向省会文

明办报送组织各项活动的动态信息、图片和经验做法,向各级新

闻媒体提供新闻素材和线索,省会文明办将择优向上级推送并对

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经验做法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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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 (市、区)、各部门要认真做好各项活动的总结和文字、

图片资料留存工作,确保能够充分反映出本级各项活动组织动员

情况、基层单位活动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效。

省会文明办邮箱 (教育处):sjzwcnr@163.com,石家庄文

明网邮箱:sjzfabu@163.com,电话:87851122,87851600,联

系人:刘超、孙梦影。

河北省省会文明委

2018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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