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思
政与民生息息相关。如何让老百姓在日用而
不觉的生活中，感知、认同、践行？

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
来，江岸区引导各街道、社区结合辖区实际，把
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各项工作，切实做好化解矛
盾、增进感情、凝聚人心的工作，不断提升全区
思想政治工作水平。

百步亭社区辖内共有居民18万余人。近
年来，借力思想政治创新，社区党委不断探索
基层治理新路径。

“社区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健全居委会、
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三方联动机制，让思想
政治工作落到社区治理工作实践中。”百步亭
社区党委书记王波介绍，如今，700余名离退

休党员担任的党小组长像树根一般深深扎在
群众的沃土中，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先锋队。

既讲道理，又办实事，通过问题的解决来
赢得信任、赢得支持，西马街道江汉北路社区
以社区小需求撬动了辖区大资源。

该社区联合辖内中小企业，培育“红色议
事厅”、搭建“身边学习圈”，家居翻新、贴身养
老等一项项居民小需求在活动中纷纷被认
领。

“依托组织联动、阵地联享、活动联办、党
员联训、发展联促，我们充分发挥社区组织主
导作用、社区居民主体作用、社会力量协同作
用，形成思政工作与基层服务一盘棋。”该社区
党委书记施敏说。

“以前我们大院老、旧、乱，经过大家努力，

现在楼道被粉刷一新、换了新电梯，道路平了、
地锁拆了，邻里关系更和谐了。”居民张阿姨感
慨，“如今居民之间有事一起商量，有困难互相
帮忙，社区更温馨了！”

立足实践，贯通“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
课堂”，大江金岸的积极探索，已初见成效。今
年以来，该区市级以上先进典型数量位居武汉
前列。三峡集团杨鹏获评“中国好人”“荆楚楷
模”，武汉二初孙启尧获评省新时代好少年。

“江岸之光”文明空间获评“荆楚杯”全省社会
治理创新十佳案例。

改革推进到哪一步，思想政治工作就跟进
到哪一步。追光而遇、沐光而行，江岸区正为
这“一束光”汇能聚势，让它照得更广、更远。

群众需求引领行动破题 让思政工作“实”起来

群众在哪里，思想政治工作就延伸到哪
里。全社会、全时空、全周期的思政课，不仅
深入课堂，更延伸至全区上上下下。

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开门讲思政。今年
启动的“江岸之光·我们的思政课”，把思想引
导的主阵地扩展到公园景区、科创园区等群
众身边场所，结合学雷锋月、科技工作者日、
开学季等节点，每期邀请来自不同行业、不同
岗位的江岸典型代表，面向居民群众、中小学
生等不同群体开展思政教育，将大道理讲深、
讲透、讲活，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群众日常生活。

把最好的空间留给创新创业创造，近期
“江岸之光”武汉·江岸文明空间上新，主题聚
焦科技创新，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广泛营造
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尊重科创、尊重科创工
作者的浓厚社会氛围。

在“时光隧道”的LED屏上，看江岸区如
何巧妙利用老建筑和园区，为科技创新企业
打造理想空间；沿着扶梯，在“科技绘就美好
生活”板块，沉浸式体验江岸充满活力的一天
……依托武汉地铁内首个区级文明空间，江
岸每月将约300万地铁客流接入文明实践阵
地，让每个人的点点微光汇聚成文明实践的
星河。

“把科创工作者搬到人流量这么大的地方
进行宣传，对人才是另一种方式的肯定，也能
够很好地引导人们崇尚、尊重科技工作者、争
做科技工作者。”来自长江科学院的黄跃文对
文明空间大力点赞。

自2023年启幕以来，文明空间还先后聚
焦“我们都是江岸百万分之一”“老汉口新江
岸”主题，宣传展示凡人英雄、身边榜样，倡导
保护历史建筑、留住城市记忆、守住城市根

脉，市民群众的通勤路“风景”不断更新，屡
获人民网、央广网等央媒全国推介，相关网
络话题屡屡冲上同城热搜榜，阅读量超1200
万。

拓展基层思想宣传阵地，汇聚向上向善
向好正能量。江岸区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理论热点面对面”实践基地
等群众家门口的活动阵地，做实做细思想政
治工作。

通过整合辖区宣讲优质资源，87支江岸
之光·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巡讲队应运而生，
2个区级宣讲团、87支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
巡讲队、136支社区小喇叭宣讲队构建起三级
宣讲格局，实现宣讲内容由群众点单。1000
余场各类宣讲接续登台，持续推动党的创新
理论为辖区党员干部群众所喜爱、所认同、所
拥有。

宣教阵地延至居民身边 让思政工作“立”起来

“通过参加模拟案件审理，新形式的学习
让我有了切身处理校园霸凌的经验。到书上
再看到法律知识时，我脑海里就会浮现那天学
到的知识。”

参加“江岸之光·行走课堂”活动已有多
月，武汉市第二初级中学九年级学生王子佳仍
记忆犹新。

今年6月，为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江岸
区整合区内各类社会资源，推出“江岸之光·行
走课堂”青少年思政实践活动，创新开展革命
传统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法治教育、中
华传统文化教育、国情教育。10名思政教师全
程导学，130余位青少年陆续走进红色场馆、基
层法庭等，与红色讲解员、法官、非遗传承人等
进行近距离沟通，引导他们讲述所思所悟。活
动期间，共有9万余名学生在直播间积极互动，

社交平台相关话题阅读量超3000万。
“这次活动真正意义上做到了走出书本，

走向生活，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紧密结
合。”一元路小学思政老师柳靓葳表示，通过
前期情境式体验、中期沉浸式参与、终期故事
式分享，江岸区提供了一个贴近学生、立德树
人的思政课创新样本。

“这本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正好是反击他们的武器！”育才行知小学肖
嘉佑化身“革命青年”发出呐喊。七一前夕，
孩子们在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长
江书店”复原场景前，上演了一场历史情景
剧。

辖区丰富的各类红色资源是开展爱国主
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大课堂”，江岸区引导青
少年积极走出学校小课堂，融入社会大课

堂。11月中旬，该区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
址纪念馆将联合开展“江岸之光·我们的思政
课”活动，邀请红领巾小小讲解员项目负责
人、“新孩子剧团”小演员用情景演绎、现场讲
述等方式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

国庆长假，黎黄陂路与胜利街周边一平
方公里的红色街区，吸引了近20万人次走进
红色场馆。在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一群群
大学生用VR设备沉浸式观看“八七会议”；游
览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时，他们又
通过原创独幕音画剧《蒙达尼之光》，与90多
年前的革命先辈隔空“对话”……

“江岸区作为武汉红色遗址遗迹最多的
城区，近年来通过创新开展这种沉浸式体验，
正在持续圈粉年轻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
址纪念馆馆长袁亚妮说道。

社会课堂融入育人实践 让思政工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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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 聚光汇力
不一样的思政课，引领108万居民共同奋进

“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

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

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

针对新时代新形势、新生代新

特征，武汉市江岸区把思想政治工

作作为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持

续培育打造“江岸之光”品牌，抓好

思政小课堂、社会大课堂、网络云课

堂，建强骨干队伍、群众队伍、志愿

队伍，把先进典型宣讲与思想政治

教育、群众主题活动与思想政治工

作、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

相结合，让思想政治工作活起来、立

起来、实起来。

让思政教育“食之有味”，被“自

然而然吸收”，这里的思政教育充满

生机活力、散发实践气息——

今年6月起，“江岸之光·行走课

堂”青少年思政实践活动持续开展，

带领中小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触摸

时代脉搏。“寻访+实践+分享”的体

验式学习，让全社会、全时空、全周

期的“大思政课”走进学生心中。

“身边的榜样”率先垂范，广大

群众见贤思齐、向上向善，这里的精

神宣讲阵地聚集成林——

除了推出全市首个地铁里的区

级文明空间——“江岸之光”文明空

间，江岸已建成 1 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街道、社区实现实践所、实

践站全覆盖，群众“家门口”的活动

阵地热度满满。探索打造的思政

“云课堂”，更是让思政教育从“指

尖”入“心间”。

思政教育唯有付诸实践，在实

践中检验和探索，其育人功能才能

更加深入人心——

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大格局，江岸区持续通过思政教

育激发社会不同主体的活力。西马

街道老旧社区实施“五联模式”，让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与 基 层 服 务 一 盘

棋。借助“四个融入”，百步亭社区

全面做实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让居

民事有人帮、难有人管。

心怀“国之大者”，关注“关键小

事”，充满人间烟火，这束温暖的光

正照亮前行的路，激励一位位“追光

人”在江岸镌刻下生生不息的奋进

足迹。

三阳路地铁站“江岸之光”武汉·江岸文明空间。

“江岸之光·行走课堂”引领学生走进红色场馆。

“筷子婆婆”刘翠兰向群众讲述故事传递“微光”。

江汉北路社区居民们的“小需求”被辖区内企业认领。

“江岸之光·我们的思政课”活动走进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