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 西 省 文 明 办文件

晋文旅发〔2022〕26号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西省文明办

关于印发《2022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

志愿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文化和旅游局、文明办、省图书馆、省文化馆：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

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和《志愿服务条例》，根据文化和旅游部 中央文明办关于印发

《2022年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文旅公共发

〔2022〕47号）精神，现将《2022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工

—— 1



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根据实际认真做好落实。

各市文旅局会同当地文明办统筹负责本地区文化和旅游志

愿服务实施和报送工作，制定年度方案，策划设计示范性、操作性

强的志愿服务项目，梳理报送推荐案例。推荐案例应为正在实施

的项目和典型做法，本年度创新孵化的品牌项目可参与报送。各

市文旅局、省图书馆、省文化馆推荐典型案例数量不超过6个，每

个类别案例数量不超过1个（可空缺）。省文旅厅将从中遴选7个

优秀项目推荐至文旅部。

请于2022年10月10日前将实施情况总结报告及典型案例

推荐材料报送至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word版及盖章

版pdf发送至：shewenchu@163.com，纸质版EMS邮寄）。

联系方式：

（一）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 范澎莉

联系电话：0351—7325131 13834645231

（二）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项目库平台 赵红梅、钟明远

联系电话：13401073647 13552905351

网址：http://zhiyuanzhe.culturedc.cn:180/brandPro

ject

（三）山西文化志愿服务平台 王隽 李世平

联系电话：13303468281 13834686597

网址：https://sxsszwhg.com/vol/user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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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2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工作方案

2.2022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典型案例推荐表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西省文明办

2022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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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2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

工作方案

一、工作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动员各类文化

机构、文艺院团、旅游景区、社会团体等，以城乡基层、民族地区及

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为重点，广泛开展贴合实

际、形式多样的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营造向上向善、互帮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

二、工作任务

（一）以阵地服务为抓手，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助力新时代文明

实践

1.充分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作用，提升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

能力。乡镇综合文化站是推动文明实践活动服务基层、引领群众

的重要力量。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

建设，利用乡镇综合文化站功能，以志愿服务为重要形式，根据文

明实践活动要求和基层群众文化需求优化配置、共享使用，探索

接地气、有活力的基层文明实践工作路径模式，推动乡镇综合文

化站服务效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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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县域文化资源，打通县域内公共图书馆、文化馆、非遗

传承场所及剧院、剧团等资源和服务，建设志愿服务平台，统筹整

合、拓展职能，紧密结合当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任务，

开展经常性、面对面、城乡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发挥

“山西文化志愿服务”平台作用，探索资源共享、属地管理、分级负

责、独立使用的“四级”联动体系，实现志愿服务数据、团队和资源

在“省—市—县—乡”中的自由流转。公共文化设施要以需求为

导向培育志愿服务组织，设计有针对性、有特色的文化志愿服务

项目，在县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统筹指导下有效开展活动。

3.对接志愿服务项目库资源，推动优质志愿服务项目下沉推

广。基层公共文化机构根据文明实践活动需要和基层群众需求，

主动对接和参考全国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项目库资源，沉淀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开放共享，发挥山西省图书馆中华古籍普

查志愿服务行动·山西行等项目、“美美与共”文旅志愿服务惠三

晋等品牌活动、山西省朔州市应县人民文化馆文化志愿者服务队

等团队先进典型作用，提升志愿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完成项目本

地化设计和运营落地。

4.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学雷锋志愿服务示范单位建设，放大示

范辐射效应。持续发挥全国公共文化设施学雷锋志愿服务示范

单位作用，提升效能，扩大影响，不断完善和提高志愿服务能力水

平，迎接首批61个示范单位志愿服务实施情况的检查与复核工

作。引领带动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务组织和服务项目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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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积极筹备全国第二批示范单位推选工作。

（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优质文化和旅

游资源向边疆民族地区倾斜

1.创新实施“春雨工程”，搭建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平

台。深入推进“春雨工程”，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实施面

向民族地区的重点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项目，注重将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有机

融合，广泛开展以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富有特色的文化交流和

结对帮扶活动。结合我省对口支援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

文化和旅游专业人才参与“组团式”援疆。支持区域间公共文化

机构供需对接，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走进民族地区。

2.培育群众文化志愿服务团队，丰富民族地区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大力推广“乌兰牧骑”、乡村文艺演出队、“石榴籽”、文化小

分队等文艺团队服务形式，培育“陵川盲人曲艺宣传队”等辨识度

高、生命力强的群众文化志愿服务团队，结合我省对口支援工作，

丰富民族地区群众文化生活。结合元旦、春节、国庆节等节日和

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开展具有区域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群众文化活

动，组织流动舞台车、流动图书车等进社区、进广场、进学校，通过

红色宣讲、惠民演出等志愿服务形式传播先进文化，做好法制和

政策宣传。

3.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和中华民族形象。组织中华经典诵读、公益讲座等宣传教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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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增强各民族群众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认同。积极推广各民族

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将体现中华民族共同认知

的文化元素和符号融入各类文艺演出、展览展示、阅读推广、文化

遗产保护等活动，展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讲好民族团

结发展故事。

（三）以保障特殊群体基本文化权益为宗旨，开展文化志愿服

务关爱系列行动

1.聚焦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问题，开展“文化悦老”

志愿服务行动。积极利用公共文化设施，组织开展面向老年人的

智能技术运用相关培训辅导。在公共文化设施及剧院等文化场

所组织现场帮扶，为老年群体使用购票预约及导览讲解系统等线

上服务提供指引。做好数字文化服务适老化推广，帮助老年人通

过简单便捷的方式云参观、云逛展、云看戏、云听课。结合重阳

节、“敬老月”等节点，组织志愿者深入社区、广场、敬老院开展免

费演出、健康讲座等活动，营造全社会尊老、爱老、敬老氛围。

2.聚焦提升青少年精神素养，开展“文化筑梦”志愿服务行

动。发挥公共文化机构全民艺术普及功能，注重线上线下结合，

策划开展适合未成年人的文艺培训、公益讲座、阅读推广等志愿

服务。组织文化志愿者深入基层开展文艺支教，为农村未成年人

送课程、送活动、送辅导，播撒文化艺术种子。鼓励公共文化机构

建设青少年教育实践基地，分龄设计志愿服务项目，倡导青少年

通过参与志愿服务深入感悟优秀文化，提升精神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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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聚焦残疾人平等参与文化生活，开展“文化助残”志愿服务

行动。针对残疾人特点和特殊需求，组织无障碍阅览、文艺技能

培训、心理健康辅导等助残志愿服务，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

充分利用“全国助残日”“国际残疾人日”“残疾预防日”“爱眼日”

等重要节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残疾人文化活动和主题宣传，增进

全社会对残疾人的理解、尊重、关心和帮助。

（四）以倡导文明旅游为重点，推动旅游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

1.常态化开展旅游志愿服务，传播文明旅游社会风尚。以满

足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需求、提高旅游行业综合服务质量为目标，

广泛招募旅游志愿者参与景区文明引导、游览讲解、质量监督、秩

序维护、特殊群体游览帮扶、应急救援等各项服务，形成长期开展

的志愿服务品牌项目，营造人人愿为、人人能为、时时可为的旅游

志愿服务发展环境。利用红色旅游资源，开展红色旅游讲解、党

史故事宣讲等特色志愿服务活动，创新旅游志愿服务形式。结合

“中国旅游日”等大力宣传文明旅游理念，引导广大游客遵守公共

秩序，爱护公共设施，争做文明旅游践行者和传播者。

2.因地制宜，推进旅游志愿服务工作站和队伍建设。鼓励各

地选择部分重点旅游景区、旅游特色商业街区、大型公园广场等

游客集散场所建立旅游志愿服务工作站。工作站应配备相应设

施设备,长期招募具备专业特长的旅游志愿者,组建能够开展专

业服务的志愿服务队伍，开展志愿服务培训，提高志愿者服务意

识和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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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创新工作机制为突破口，推动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高

质量发展

1.探索建设文化指导员制度。鼓励各地通过试点选聘一批

具备文艺专长、有号召力的群众文化团队带头人为文化指导员，

作为文化志愿者，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把活跃在社区、广场等场所

的民间歌舞队、戏曲队、合唱团等建设成为群众身边不走的志愿

服务队伍，推动文明实践活动长期开展。

2.推动建设文化和旅游领域“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

孵化基地”。遴选有条件的公共文化机构和旅游景区，建设集项

目培育、组织交流、资源配置和社会合作等功能于一体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基地”，依托现有阵地和资源，立足区

域特点，打造效果好、口碑佳、可持续的志愿服务项目，在活动场

地、奖励扶持、专业培训、宣传推广等方面提供运营支持，激发志

愿服务品牌化、特色化发展活力。

3.大力推进“互联网+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鼓励探索数字

化赋能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借助AI、大数据技术精准洞察服务

对象需求、分析服务效果，促进志愿服务及时、便捷、高效。广泛

运用微信、短视频、直播、移动数字平台等，创新开展在线观展观

演、远程文艺辅导等线上志愿服务，拓展志愿服务半径。联动各

类新媒体平台，策划发起群众乐于参与的主题活动、互动话题等，

扩大志愿服务活动覆盖面和社会关注度。

4.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把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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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事业发展趋势，通过政府购买、项目补助、共建共享、联合宣

传等方式，积极引入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互联

网平台等社会力量，促进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内涵延展和模式创

新。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对文化

和旅游志愿服务内容严格审核把关。同时，要做好志愿服务活动

安全指南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防止意

外事件发生。

（二）完善注册管理。进一步完善志愿者招募注册、供需对

接、培训管理、服务记录、安全保险、表彰激励等工作机制，依法依

规切实保障志愿者权益，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志愿者和

志愿服务队伍达到登记条件的，可向民政部门申请依法登记。鼓

励开展活动时统一规范运用中国文化和旅游志愿者标志，形成体

系化认知。

（三）加大宣传力度。各地要把宣传推广贯穿始终，协调主流

媒体、地方媒体和新媒体，大力宣传展现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风

采，提升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美誉度和影响力。结合“12·5”国际

志愿者日等节点，组织区域性和示范性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展示

活动。

（四）遴选典型案例。组织开展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典型案

—— 10



例遴选推介，各地、各单位结合实际打造和发掘一批成效明显、影

响力强、具有创新价值和鲜明特色的志愿服务优秀案例，发挥品

牌项目辐射聚合、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提质

增效。案例类别包括：公共文化设施学雷锋志愿服务类、边疆民

族地区志愿服务类、特殊群体关爱志愿服务类、旅游志愿服务类、

社会力量参与志愿服务类、“互联网+志愿服务”类。其他有突出

亮点和成效，有利于推动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创新、高质量发展

的案例也可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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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2年6月7日印发

附件2

2022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

典型案例推荐表

案例名称

申报类别

实施（申报）单位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志愿服务团队名称

实施地点

参加志愿者人数

案例介绍
（1500-2500字）

市级文化和旅游行政
部门（省直属单位）意见

包括项目背景及定位、主要做法、亮点成效、经验

总结、创新价值、已取得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力等内

容。

另附图片3张，每张照片大小不低于每张照片大小不低于11MM不超过不超过33MM。。

（盖章）

年 月 日

实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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