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村文明实践所活动计划(实用5篇)
计划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步骤和时
间安排。计划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我给
大家整理的计划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
能够有所帮助。

村文明实践所活动计划篇一

1.为了加强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服务小队的管理、规
范和促进志愿者服务活动，增强志愿者服务小队的纪律，实
现志愿者服务工作的经常化，推动志愿服务工作的有效落实，
特制定本制度。

3.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是在本村志愿者组织登记并获
得其同意，自愿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无偿服务的人员。

4.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组织机构由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领导小组和村志愿者服务小队组成。

5.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组织机构的职责：在上级党组
织的领导下，招募、培训、管理志愿者，确立服务项目，落
实服务活动，为社会公益工作和社会保障工作等提供服务。

6.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的管理推行注册志愿者制度。
志愿者组织长期接纳志愿者的报名申请。

7.注册志愿者的基本条件：凡 18 周岁以上的个人，志愿从
事志愿服务工作，并具有相应的服务技能，承认志愿者协会
章程，履行入会登记手续，接受入会辅导，均可到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组织申请。

者的基本条件对申请人情况进行审核，对审核合格的志愿者
建立志愿者档案。



9.志愿者接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的培训。培训分为：
志愿者基本知识培训、服务技能培训;志愿者在志愿服务活动
中遇到困难和问题，可以请求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帮助解决;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根据志愿者所从事志愿活动的需要，可
要求相关部门为参加志愿服务的志愿者提供相应的人身保险;
志愿者享有监督、建议、批评、出入组织自由的权利。

10.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开展
志愿服务;遵守志愿者管理制度;完成志愿者组织安排的服务
工作等;维护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的声誉和形象，保证服务质
量;开展志愿服务时应当佩戴统一的标志。

11.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的对象是全体村民，重点对
象是残疾人、老年人、优抚对象及其他具有特殊困难需要救
助的社会成员。志愿者组织根据服务对象的申请或者实际需
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志愿者、志愿者组织与服务
对象之间是自愿、平等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应当互相尊重、
平等相待。

12.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活动的经费可接受社会捐赠
和资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挪用。经费的筹
集、使用和管理依法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

13.建立志愿服务时间累计和绩效评价制度。试点志愿服务爱
心超市，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数可在爱心超市兑换日用品，
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数和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考核、表彰志愿
者的重要依据。

村文明实践所活动计划篇二

一、奖励办法 文明实践志愿者参加文明实践志愿活动，经岚
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总队审核确认，每服务 1
小时可获得2分。积分每年进行累计相加，达到 100 分的文
明实践志愿者，获得一星级文明实践志愿者称号。依次类推，



最高获得五星级文明实践志愿者称号。文明实践志愿者累计
达到3000 积分以上，或持续10年满1500小时，获得金牌志愿
者，将被授予终身荣誉奖。

时，可以向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提出申请，积分制管理
制度由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协调相关志愿服务集体或个人
提供相应时长的服务。

一星级文明实践志愿者(文明实践志愿者团体)积分满日起如
遇到困难时本人或家庭成员(父母、配偶、子女)通过积分制
管理制度可享受 50 小时帮助。二星级文明实践志愿者(文明
实践志愿者团体)积分满日起如遇到困难时本人或家庭成
员(父母、配偶、子女)可享受 100 小时帮助。三星级文明实
践志愿者(文明实践志愿者团体)积分满日起如遇到困难时本
人或家庭成员(父母、配偶、子女)可享受 150小时帮助。四
星级文明实践志愿者(文明实践志愿者团体)积分满日起如遇
到困难时本人或家庭成员(父母、配偶、子女)可享受 200 小
时帮助。五星级文明实践志愿者(文明实践志愿者团体)积分
满日起如遇到困难时本人或家庭成员(父母、配偶、子女)可
享受 250 小时帮助。金牌志愿者(终身荣誉奖获得者)终身可
获得志愿服务帮助。

3、在一个自然年度内, 志愿服务积分在 0 分以下的,注销其
注册志愿者身份, 有星级称号的保留星级称号; 累计志愿服
务积分在 0 分以下的, 注销其志愿者注册档案;4, 因拒不服
从统一安排、 索要报酬、 侮辱服务对象、 4、因拒不服从
统一安排、 索要报酬、 侮辱服务对象、给服务对象造成损
失、 散播诋毁志愿服务言论、 影响志愿服务声誉等行为,
被累计扣分在 300 分以上者, 注销其注册志愿者身份和星级
称号, 并列入黑名单, 仅保留服务时长; 5、其他干扰正常志
愿服务秩序行为, 造成严重后果或影响的, 注销其志愿者注
册档案,永久列入黑名单。



村文明实践所活动计划篇三

(一)总目标：让这些中年丧子的老年人和子女不在身边的老
年人得到关爱使他们在晚年生活上，精神上得到慰籍，不在
悲观，更好的面对生活，让他们更有自信，找到生活的乐趣。
使他们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健康快乐。

(二)具体目标：

1、接触和探访愿意接受帮助的老年人，并了解他们需要，为
了老年人能够了解这些活动。

2、与受帮助的老年人建立长期的帮助关系，提供适当的帮助。
从而使他们感到温暖。

3、每周与志愿者一起去受帮助的老年人的家里探访，“进老
年人门、知老年人情、解老年人难、暖老年人心”等活动，
帮助打扫卫生，陪他们聊天，一周至少两次左右，他们感受
到子女不在也不寂寞不孤独。

4、建立老年人关照小组，让低龄且身体尚好的老年人自愿为
左邻右舍孤寡，老年人提供生活和安全关照，以确保他
们“小事不出社区，难事有人帮助”。

5、每月举行主题活动，如节日晚会，小组活动、讲座等让老
年夫妇减轻由于丧子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帮助他们能积极的
面对生活。

6、医疗保健就医帮助服务，他们享受方便、价廉、优质的服
务使老年人在社区一般疾病可得到治疗，急症、重症能及时
得到抢救，对日常医疗保健能提供咨询指导，对半自理、无
自理能力的有条件提供全方位的照料。

7、举办读书班、辅导讲座等形式，定期组织老年人学习形势



政策、政治理论和法律法规，确保他们紧跟形势不落伍。

第一次，

1、目标：让老人能够认识到我们服务的目的，希望需要帮助
的老人能积极的配合，从而了解老人的需求。

2、日期和地点：xx年6月1日。拜访需要帮助的老人家中。

3、活动主题：到老人家去接触老人，给老人介绍我们本次来
的目的，以及相关的服务活动，然后发给他们一些资料，并
对其耐心的讲解，直至他们明白我们的目的。

4、工作人员的角色：创始者，引导者。

5、所需要的资源：笔，纸。

第二次，

1、目标：老人相互认识，了解老人作息安排和兴趣爱好，与
老人们建立系友好的关系。

2、日期和地点：xx年6月20日，社区老年活动中心二楼活动室。

、活动主题：让这些老人聚集在一起首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概需要10分钟的时间来互相的认识彼此。然后老人间来做
个热身游戏“猜手指”使他们再一次的沟通交流了解，使气
氛更加的活跃起来。

4、工作人员的角色：创始者，引导者。

5、所需要的资源：笔、纸、茶。

第三次，



1、目标：带老人一起分享自己所知道的生活保健知识，尽可
能减少老年人生病。带着老年人一起做“十二招健身操”，
促进小组的沟通，活跃小组气氛。

2、日期和地点：xx年6月23号，社区老年活动中心二楼活动室

3、活动主题：首先让老年人坐下来看一篇关于老年人的生活
保健的知识，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疾病才能远离他们，半个
小时以后，然后教他们做健身操，舒展一下筋骨，有益健康。

4、工作人员的角色：鼓舞者，引导者。

5、所需要的资源：投影机，光碟。

第四次，

1、目标：鼓励老人积极的分享自己所知道的生活小常识、小
窍门，以帮助他们提高老年生活质量。

2、时间和地点：xx年6月26号，社区老年活动中心二楼活动室。

3、活动主题：1.分享、学习生活小常识。老年人中各自交流
提高他们的社交。

4、工作人员的角色：观察着和学习者。

5、所需要的资源|纸、笔、茶。

第五次，

1、目标：让老人感到温暖，感到亲切。感受亲人在身边的滋
味，不在孤独。

2、时间和地点：xx年6月26日，老年人家中。



3、活动主题：招募一些志愿者然后组织他们到老人家里去帮
助打扫卫生，陪他们聊天，让他们感到亲人在身边的温暖。

4、工作人员的角色：创始者，领导者。

5、所需要的资源：抹布，拖把，洗洁精。

第六次，

1、目标：让老人找到自信，找到活这的价值，减轻他们的痛
苦，帮助他们积极的面对生活，让他们充满快乐。

2、时间和地点：xx年6月29日，社区活动广场。

3、活动主题：与社区街道合作，每月至少举行一次主题活动，
可以是庆祝节日，如“重阳节”、“端午节”等，给老年人
送上节日的祝福，每个老年人更具自己的特长来表演，让他
们的才艺得到施展，最后以拍照做个留念，重新找回自己的
自信，感受温暖。

4、工作人员角色：引导者，记录者，评估者。

5、所需要的资源：照相机，胶卷，影响，一些道具。

第七次，

1、目标：给老年人一个健康的身体面对生活。

2、时间和地点：xx年7月1日，社区医院。

村文明实践所活动计划篇四

^v^颁布实施的《全民健身条例》和上海市政府出台的《上
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是指导社区全民健身工作的纲领



性文件。尤其是《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倡导的“天天
运动，人人健康”，着力体育民生3个提高、6项重要指标、5
大实事工程，将成为社区当前和将来做好全民健身工作的目
标与标准。

《实施计划》要求把全民健身作为政府的一项公共服务来做，
要求全民健身体育生活化，真正成为上海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1、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

《实施计划》要求，“十二五”期间，社会体育指导员占社
区常住人口的比例要达到1。5‰，我街道要按照市、区社会
体育指导员培训计划，组织人员、控制年龄、重点骨干、发
展队伍，保持体育指导员梯队可持续发展。要盘活社区资源，
依靠群众体育团队，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科学引领作用，营
造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

2、巩固发展健身气功活动阵地

巩固健身气功凯桥绿地站、中山公园站和路易凯旋宫站的管
理机制和活动成果，积极宣传、推广国家四种健身气功，做
到巩固与发展同步、普及与提高兼顾。认真参加健身气功交
流大会，推进站点的健康发展。

3、做好学校资源向社区开放工作

协助学校做好场地向社区开放工作。在学校开放评估评比奖
励的推动及影响下，街道与学校共同履行工作联动、责任共
担、服务居民的职责，为社区居民创造优美、舒适、便利的
体育健身活动环境。

4、加强社区健身苑（点）建设与管理

认真落实《长宁区社区健身苑点建设管理试行办法》，确保



社区健身苑点安全、规范、有序开放，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
安全、舒适的健身场所。及时做好今年健身苑点器材更整新
工作和“三牌一栏”的完善工作，为条件适宜的小区健身点
实施环境改造、品质提升工作。

5、推进群众体育团队建设

社区群众体育团队是群体活动的主力军。要关心、支持团队
的发展，多为团队搭建活动平台，要合理解决团队的物质需
求。除做好调整、巩固原有社区群众体育特色团队工作外，
今年拟成立华阳武术健康沙龙，推进和影响社区的群众体育
健身活动。

6、建立社区体育俱乐部

根据区体育局年内街镇体育俱乐部全覆盖的工作要求，我街
道要积极探索社区体育俱乐部运行机制，使其真正发挥政府
支持、民间运作、百姓得益的群团组织。

7、关注社区公共体育场和健身步道建设

协助区体育局做好社区公共体育场和健身步道建设工作，做
好社区单位与街道共建双赢和服务，争取早日填补我街道无
公共体育场的空白。

1、实践全民健身“365”

体育场地在扩建，体育人口要增加，市民体质需增强。《实
施计划》将其重点形象地概括为“全民健身365”（3个提高、
6项重要指标、5大实事工程）。根据“全民健身365”计划，
要求基层体育组织、健身设施、品牌活动、场地开放等覆盖
率达到一定的标准，让居民群众体会到体育健身给生活带来
的好处。



2、重视传统体育活动

6月份的全民健身周、11月份的全民健身节、6~11月份的社区
健身大会是我市全民健身工作的三大传统活动。以此发动更
多社区群众参与，推动全民健身工作的开展。鼓励、指导、
支持居民区全民健身活动的健康发展，发挥体育指导员的作
用，培养群众体育团队骨干，促进社区和谐建设。积极宣传8
月8日全国“全民健身日”，开展相应活动。

3、丰富群众体育活动

拟举办社区单项运动会；继续社区单位在白领人群中开展的
趣味运动会和智慧游戏；开展每年一度的群众体育团队风采
展示活动，旨在检阅单位、居民区全民健身工作，培养单位
和群众体育团队参与社区活动的兴趣，促进“天天运动、人
人健康”城市体育理念健康发展。

村文明实践所活动计划篇五

今年是中国^v^建党×周年，也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为
加强对社区青少年学生的暑期教育和管理，引导他们在暑期
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用实际行动向建党×
周年献礼，针对此情况，特作青少年假期活动作如下按排：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住建党×周年有利时机，引导社区
青少年学生不断深入开展“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主题
教育活动，重温红色记忆，永葆爱党情怀，点燃红色激情，
促进青少年暑期健康快乐的成长。

二、活动时间

20--年7月-8月



三、活动内容

1、寻访红色印记。组织社区青少年到府山公园革命烈士纪念
碑前悼念革命烈士，并让他们了衢州的建设而献出生命的烈
士们的英雄事迹。

2、走访党员英模。余忠喜是衢州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场长，
是社区党员，也是全国劳模，通过对他事迹的了解，引导青
少年自觉向优秀^v^员学习。

3、聆听红色讲座。区关工委组成的报告团成员围绕“党的光
辉照我心”这一主题，向社区青少年讲述^v^的由来，党诞
生的重大历史意义，牢记党的光辉历史。

4、唱红色歌曲。联系社区老党员教社区青少年唱红歌，通过
唱红歌让青少年感受当年的革命精神，不断感悟党的伟大，
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5、看红^v^。组织青少年在社区会议室内，观看红色影片，
让他们深刻直观的了解中国建党×周年的历史，让他们珍惜
如今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6、组织辖区中小学生“八一”军营走访活动，加强社区青少
年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及良好习惯教育，让中小学生在快乐
军营走访活动中培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同时学习解放军
吃苦耐劳的高贵品质。

7、组织青少年参与环保活动，注重环境卫生保护，倡导低碳
生活，关注绿色环保，积极参与护绿，清卫等工作。

四、活动目的：

通过这次暑期活动，营造了“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的
浓厚氛围，培养青少年爱党、爱国的信念，树立青少年正确



人生观，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