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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破“三难”古村焕新颜
光明街道创新案例获全市“尖兵杯”工作创新大赛一等奖

本 报 讯（光 明 新 闻 记 者 龙 冠
斌 卢正辉 通讯员 罗丽洁 文/
图）近日，玉塘社区开展“同心‘玉’花

开·共建幸福家”家校社协同育人主题

活动。

活动现场，家庭教育专家以“积极

鼓励·为爱助力”为题，通过生动的案

例和互动演示，向家长传授“四步鼓励

法”和“把问题与人分离”的沟通技

巧。专家强调：“真正的教育不是纠

正错误，而是激发潜能；不是批评指

责，而是引导反思。”专家还通过亲子

协作游戏“爱的导航”，引导家长“适

当放手让孩子承担责任”。一位家长

深有感触：“总以为严厉管教才是对

孩子负责，今天才明白，正向激励和

科学沟通才是孩子健康成长的‘营养

剂’。”这种从“管教”到“赋能”的理念

转变，正是现代家庭教育亟需突破的

关键。

在“美好家庭建设的多元视角”沙

龙环节，各方代表从不同角度分享了

协同育人的实践经验。81 岁的退休

教师曹奶奶以“恩威并施”的传统智

慧，提出了家庭和学校教育中情感与

规则并重的重要性；学校代表呼吁家

长与学校建立信任，形成教育合力。

玉塘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将充

分发挥桥梁作用，为家校社协同育人

提供坚实保障。”玉塘社区也承诺，将

不断深化“家庭发力、学校配合、社区

支撑”的三维联动模式，让协同育人真

正落地见效。通过对话，各方明确了

自身在协同育人中的角色，对未来的

合作方向达成了共识。

活动最后，家长、学生和老师分

别在“三色心愿树”写下对彼此的期

待。一位学生写道：“希望爸爸妈妈

能 多 听 听 我 的 想 法 。”一 位 家 长 留

言：“期待社区能提供更多家庭教育

指导资源。”这些质朴的心愿，正是

家校社协同育人需要回应的核心问

题。

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责任，更是家

庭、学校和社区共同的事业。本次活

动为玉塘社区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注

入了新活力，也为“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政策落地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玉塘社区将继续深化家庭、学校与社

区联动机制，通过资源整合、平台搭建

和理念传播，为孩子们成长提供坚实

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推动“美好家庭

建设”从愿景走向现实。

同心“玉”花开 共建幸福家
玉塘社区以“思政课一体化”助力美好家庭建设

本报讯（光明新闻记者 李军涛 通
讯员 郭嘉越 李云龙）创新突破，合力共

赢。近日，凤凰街道东坑社区第五“幸福里”

（商业商务区）在蓝鲸世界B2层党群阵地召

开“幸福大家谈”暨打造凤凰城超级商圈座

谈会。

会上，蓝鲸世界、万达广场负责人分享

了特色活动规划。蓝鲸世界将以“IP+潮

流”为主线，推出阶梯音乐会、电竞比赛及二

次元 cosplay 等活动，吸引年轻消费群体。

万达广场聚焦体育与亲子消费，策划开展

少儿体能大赛、搏击赛及亲子展演，精准服

务家庭群体。街道文教部门提出通过文艺

活动引流商圈，联动社会组织举办活动。

经济服务部门提出“走出去”策略，向工业园

区宣传引流，深化团餐对接服务。经济发

展部门提出街道与商圈联合打造“科技+”

主题活动，结合低空经济、AI 企业资源，推

动“首店经济”落地，协调引进品牌首店、旗

舰店。借助全运会、港人北上等契机，推出

“全运观赛游”“中医康养游”等特色线路。

抢抓中秋、国庆等节日热点，联动三大商超

“全运快闪店”、科技消费节等引流活动，促

进节日消费。

东坑社区第五“幸福里”挂点负责人表

示，要不断创新运营模式，用好“幸福里”阵

地，推动资源共享、诚信共赢。要主动对接

区街资源，助力商圈增收，推动凤凰城超级

商圈向“科技感+时尚潮”网红地标迈进，为

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东坑社区

举办“幸福大家谈”

玉塘社区开展家校社协同育人主题活动。

本报讯（光明新闻记者 雷小林 通
讯员 丘洁 文/图）近日，2025 年深圳市

“尖兵杯”工作创新大赛落下帷幕。这场

由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赛事，以“党建引

领优作风 创新赋能提质效”为主题，吸

引了 69 个系统单位同台竞技，533 个创新

案例激烈角逐。最终光明区光明街道报

送的“‘三宝’破‘三难’古村焕新颜”案例

脱颖而出，斩获党建赋能组一等奖，成功

晋级广东省赛初赛。

破解治理难题
“新三宝”激活古村活力
时间拨回2024年，光明街道迳口社区

正面临“聚而不和、近而不亲、美而不旺”

的治理瓶颈。光明街道党工委以党建为

舵，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锚定“文

化瑰宝、科技法宝、生态珍宝”的“新三宝”

路径，一场传统村落的振兴大幕就此展

开。

——文化破圈，让非遗成为黏合剂。

“非遗振兴党员工作室”打破麒麟舞传承

祖训，组建社区“能人库”“追光主理人”队

伍，激活多元群体自治活力；

——科技赋能，让智慧融入烟火气。

联合中山大学建起全省首个“百县千镇万

村工程”校地工作站，科技委员下沉社区，

“AI 麒麟舞大师”“AI 社区管家”等工具精

准对接治理需求；

——生态变现，让山水变成聚宝盆。

串联林田湖资源打造文旅路线，创新“非

遗+生态+IP”农商文旅模式，全市首家社

区供销社开门迎客，4.7万人次的打卡量见

证古村吸引力。

数字见证蜕变
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改革的印记，早已刻进古村的青砖黛

瓦里，更写在居民绽开的笑脸上。曾经的

矛盾口角少了，邻里街坊的暖心互动多

了；过去的寂静巷道活了，慕名而来的游

客脚步热闹了。迳口社区用实践证明，当

文化成为凝聚人心的“磁石”、科技化作治

理增效的“引擎”、生态变作富民兴村的

“资本”，传统村落便能走出一条“文化铸

魂、科技添翼、生态筑基” 的振兴新途。

居民凝聚力显著增强。“党建+非遗”

模式让麒麟舞成为情感纽带，“追光麒麟

少年团”从濒危发展到百人规模，“麒麟议

事会”推动居民自治，2024 年以来源头化

解纠纷 5462 宗，信访量同比下降 63%，多

元群体真正“拧成一股绳”。

治理服务科学味更浓。“AI 社区专职

工作者”实现全街道覆盖，民意速办响应

缩短 51%，重复投诉率 2.1%，72 小时办结

率 100%，AI 智慧监督获中纪委关注。科

技委员开展科普百余场，中山大学校地共

建项目入选省级品牌，社区党委书记获省

委“百千万工程”突出个人。

文旅经济活力迸发。全年接待游客

超 4.7 万人次，吸引国际高端人才 205 人。

“民俗文化体验周”首日交易额破 600 万

元，“光明粮仓”等文创产品热销8万份，创

收193.8万元，股民分红三年翻番，获评农

业农村部精品景点。

接下来，光明区将紧扣“高质量党建

引领高质量发展”，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结果导向，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

为抓手，持续推动“新三宝”改革提质扩

面，强化科技赋能、校地协同、生态转化，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光明动能。光明

街道也将以此次获奖为起点，持续深化

“新三宝”改革，让更多传统村落焕发时

代光彩，为深圳基层治理创新注入“光明

智慧”。

2025年深圳市“尖兵杯”工作创新大赛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