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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位于县城北部，
镇域面积131 平方公里，辖18 个社区、71 个行政
村，人口8.5万。大店镇红色资源丰富、民风淳朴，
具有良好的“扫黄打非”群众基础。

为全面做好“扫黄打非”进基层工作，大店镇
结合实际情况，围绕“扫黄打非”的工作重点和任
务，积极开展各项行动，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努力
营造良好的文化市场氛围，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形成齐抓共管长效机制

为确保“扫黄打非”进基层工作取得实效，大
店镇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镇长、宣统委员为
副组长，文化站、派出所、执法队、教委等部门负责
人为成员的“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大店
镇关于进一步推进“扫黄打非”工作进基层的实施
方案》，重点建立宣传教育制度、巡查报告制度和
联防协作制度，与社区村居以及辖区企业单位签
订《大店镇“扫黄打非”工作责任书》，建立了“扫黄
打非”工作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

同时，大店镇还将“扫黄打非”相关要求写进
村规民约，使干部群众对“扫黄打非”入脑入心，远
离黄色文化、弘扬健康文化成了基层群众的自觉
行动。

组建覆盖基层“扫黄打非”队伍

在提升“扫黄打非”意识的同时，大店镇还将
“扫黄打非”工作纳入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
组建以大店镇综合执法中队为攻坚力量，综治网
格员为执法助手的基层“扫黄打非”队伍，同时与
文化、公安、执法、教育等部门对接，将“扫黄打非”
工作统筹安排、同步推进。镇里开展了以宣传为主
的“六进”行动和以巡查为主的“六查”行动。

镇里经常邀请公安、法院等部门的业务骨干
为中小学生进行法治专题讲座，宣传“扫黄打非”
知识，借助全县“扫黄打非”进校园暨公益电影放
映活动，对学生开展生动的“护苗”网络安全教育
课。通过到企业发放宣传手册、召开座谈会等方
式，向企业普及非法出版物的危害，提高企业职工
对非法出版物的鉴别能力。宣传志愿队将“扫黄打
非”知识小讲堂“搬”到集市上，通过悬挂横幅、发
放宣传单等形式向过往群众介绍“扫黄打非”工作
的重点、意义，以及非法出版物的识别技巧等知
识。在景区，志愿者向群众及外来游客发放宣传手
册，广泛普及“扫黄打非”相关知识，号召广大群众
涵养绿色文明的阅读新风。在村居，工作人员通过
讲解宣传资料、开展知识问答的形式向居民宣传

“扫黄打非”工作的相关内容，让大家对“扫黄打
非”概念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和掌握。结合社区居
民年轻化的特点，志愿者上门普及“扫黄打非”相
关知识，呼吁居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扫黄打非”工
作中。通过“六进”行动，“扫黄打非”宣传工作实现
区域全覆盖。

此外，镇里通过查书店、查集市、查打印店、查
宾馆酒店、查校园周边、查快递物流进一步规范社
会文化环境，努力为辖区居民建立规范有序的文
化市场。

在书店，工作人员重点查看出版物经营单位
是否证照齐全、进货来源是否规范、是否销售非法
出版物情况。在宾馆酒店，工作人员对宾馆内电视
播出机房、电脑服务器终端、酒店房间电视节目等
设施进行检查，排查是否存在提供传播不良信息
的上网服务、擅自违规接收境外节目等违法行为。
在集市，重点检查出版物经营摊贩是否存在经销
非法有害出版物、侵权盗版出版物等行为；查看进
销货清单，确保出版物进货渠道规范，进出货情况
档案清晰。在打印店，重点检查是否有超经营范围
开展印刷活动，是否有印制非法有害内容印刷品
等违规经营行为。在校园周边，重点检查书店、文
具店等场所是否具备相关资质，销售的出版物是
否合法合规等。此外，重点查阅快递物流网点人员
学习培训及出版物、印刷品、音像制品寄递协议客
户安全管理等台账资料。

创新工作思路 强化“三个结合”

在“扫黄打非”工作实践中，大店镇创新工作
思路，强化“三个结合”，在全镇积极营造健康向上
的文化氛围，有力地净化文化市场环境。

与专题宣传相结合，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新兴
渠道开设“扫黄打非”工作专栏，同时充分发挥传
统宣传平台的优势，在干道沿线、居民小区等主要
位置设置宣传栏、悬挂宣传标语，营造浓厚的宣传
氛围；与建设和谐校园环境相结合，定期邀请公
安、法院等单位业务骨干到学校开展法治宣传讲
座，开展“争做绿色小卫士”签名承诺活动，发放

“绿书签”，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对学生开展“护苗”
网络安全教育；与强化基层公共文体服务相结合，
组织排练“扫黄打非”主题小戏小剧，用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让“扫黄打非”的理念占领宣传文化
思想主阵地。

莒南县大店镇不断加大“扫黄打非”进基层工
作力度，坚定持久地推动“扫黄打非”触角向基层
全面延伸，取得显著成效。在今后的“扫黄打非”工
作中，大店镇将积极担当、砥砺前行，切实保障文
化市场平稳、有序、健康运行，将全域乡村振兴推
向深入，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扫黄打非”
办公室）

山东省莒南县大店镇：

做实“扫黄打非”工作
助力乡村振兴
□孙增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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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黄扫黄
打非打非

今年以来，根据全国“扫黄打非”
办公室工作部署，重庆市“扫黄打非”
战线紧扣工作主线，坚持数字化引领，
注重智慧化“护苗”，构建“联宣、联
防、联治”的“护苗”工作格局，为青
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文化环境。

开展数字化“护苗”宣传

从“单向灌输”变为“互动体验”
是重庆在宣传上作出的创新尝试。比
如，开发主题功能游戏，将“扫黄打
非”知识与网络游戏相结合，设置角色
扮演和答题闯关，有效挖掘和发挥网络
动漫、网络游戏等正向引导价值，参与
人数达 10 万余人。设计制作“扫黄打
非”IP 动漫形象“净净”“棠小妹”
等，开发制作扇子、鼠标垫等一系列主
题文创互动产品，打造品牌效应。

在传播途径上，变“线下宣传”为
“网络引导”。重庆用好融媒体中心全媒
体矩阵，通过各类屏、网、端等投放

“护苗”“绿书签”海报，滚动播放“护
苗”宣传视频，形成全方位“护苗”宣
传矩阵。在“4·23”“六一”等重要时间
节点，重庆市“扫黄打非”办公室组织
开展“护苗 2023”主题灯光秀宣传活
动 ， 在 全 市 各 区 县 地 标 建 筑 、 商 圈
LED、楼宇电梯广告、公交站台LED等
平台进行公益投放，滚动播放市“扫黄
打非”办公室统一设计制作的“护苗
2023”海报。重庆江北嘴、渝中解放
碑、南岸南滨路等核心商圈、地标建筑
等共滚动播放4万条次。广泛发动成员
单位、基层站点、网格员“进圈入群”，
将“护苗”主题文章、电子海报、小视
频、典型案例等内容分享到家长群、业
主群、朋友圈，阅读覆盖人群1000余万
人次，营造护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良好
氛围。

在宣传形式上，变“单一定点”为“形
式多样”。设计开发“护苗”主题H5、电子
海报、小视频、音频等新媒体产品，多形态
呈现“护苗”相关内容。开设线上课堂，开
展“护苗”讲座直播，创作“扫黄打非”主题
相声、“三句半”、小品等文艺作品，多业态
开展“护苗”宣传教育，观看转发量超 13
万人次。

坚持多元化“护苗”教育

引领红色传承。重庆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领“护苗”教育，加强红色
基因传承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实做亮

“小萝卜头”进校园工作品牌，建设800
多个校园“小萝卜头”活动室，创建
120个“红岩班”，开展“小萝卜头”校
园红色剧目云端晒、“童心向党”诗文朗
诵短视频大赛、红色诗文诵读大赛、红
色研学讲解活动等，吸引师生参与 700
余万人次，网络互动超4亿人次。

突出法治教育。重庆面向学校、
家庭、互联网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
职能部门，深入宣传未成年人保护相
关法律法规内容和“扫黄打非·护苗”
相关知识，通过以案释法、警示教育
提升未成年人法治观念和自我保护意
识。利用法治宣传月、“4·15”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网络安全宣传周等重
要时间节点，以梦想课堂、梦想沙龙等
为载体，开展面向未成年人主题法治宣
传活动2200余场次。结合“全国中小学
生安全教育日”等重要节点，策划保护
未成年人的主题宣传。例如，上游新闻
策划推出《普法纪实》栏目，推出《六
一儿童节前夕，他们在孩子心里种下

“法治种子”》等报道，以真实案例进行
普法宣传，帮助孩子们明辨是非，增
强自我保护能力。

加强实践养成。联合市教委、新

华书店集团等持续开展“绿书签·伴成
长”好文征集、“绿书签”绘制活动，
推出 《书籍的故事》《护苗小课堂》 微
课视频，征集优秀作品1万余件，捐赠
图书 4 万余册，举办宣讲交流等活动
2.6 万余场次。大力支持面向未成年人
的文艺作品创作，重点扶持推出动画
片 《中国成语故事Ⅰ》《环环特工队》

《绿绿卫士》，儿童小说集 《那一场槐
花雪》、长篇儿童小说 《你好，四面
山》、长篇儿歌 《我是“小萝卜头”》
等一批优秀动画片、儿童文学作品，
潜移默化中护助青少年成长。

筑牢融合化“护苗”防线

加强工作融合。重庆把“护苗”
工作全面融入基层综治管理、“雪亮工
程”监控系统、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云平台、志愿服务、文化活动等，做
到平台融合、风险预警、监管处置等
全 链 条 高 效 运 转 。 如 全 国 “ 扫 黄 打
非”进基层示范点——金山街道开发
了“金山 V 志愿”小程序，通过智慧
志愿服务平台招募“护苗”志愿者、
接受线索举报等。

注重平台融合。打造全民数字阅读
平台“护苗·云上图书馆”，整合“掌阅
精选”“书香中国”“云图有声”三大数

字资源数据库，为读者提供海量优质电
子书、有声书等阅读资源，引导青少年
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开发“护
苗·云课堂”小程序，建立“扫黄打非”
学习培训、交流展示无障碍沟通平台。

推进行业融合。推进“护苗”进
学校、进企业、进园区，在全市重点
中小学校园，爱奇艺、华龙网、金山
意库等重点互联网企业和文创园区建
立 “ 护 苗 ” 工 作 站 ， 组 建 校 园 “ 护
苗”联盟、园区文化企业联盟，督导
各平台健全网络内容过滤机制和内容
审核机制，加强内部动态监管。持续
推进“扫黄打非”进校园，组织开展

“开学第一课”“网络安全教育”等，
引导中小学生绿色阅读、文明上网。

坚持系统化“护苗”治理

网络是“护苗”行动的主阵地，
重庆市坚持强化网上巡查监测，深化
网络清查，建立重点网站、网络直播
和短视频平台、网络游戏、网上书店
等台账，采用“软件监测+人工筛查”
的方式，严格落实 7×24 小时网上监测
机制，全面排查网上储存、销售、传
播平台，大力整治网络乱象。开展重
点整治，扎实开展涉未成年人不良信
息、涉未成年人淫秽制品、“清朗·暑
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等专项整治，
封堵、查删非法有害信息 1.2 万余条，
全面净化未成年人网络文化环境。

研发智能举报终端。重庆市依托
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平台研发“护苗·随
手拍”举报小程序，依托腾讯数据平
台研发“断黄卡”微信小程序，出台
线上兑付奖励办法，发动群众线上举
报 “ 扫 黄 打 非 ” 违 法 行 为 ， 举 报 信
息、参与“护苗”活动情况经核实后
及时按照相关奖励办法兑现，全方位
护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强化案件查办。建立涉未成年人
应急处置工作机制，联合公安、文化
执法、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
文化市场专项检查行动 10 轮，检查

“剧本杀”“密室逃脱”等经营场所 1.5
万家次，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 7.6 万余
册，处置“重庆社区”“小精灵精美
化”等 APP 传播低俗内容、微信公众
号传播不良信息等典型案件15起。

（作者单位：重庆市“扫黄打非”
办公室）

重庆：数字化引领 智慧化“护苗”
□马海江 李婷婷

三支志愿服务队带动社区居民深入
开展“扫黄打非”宣传教育，五个融合
将“扫黄打非”融入社区名片……近年
来，湖北省襄阳市中原街道铁路社区把

“火车头跑在前头，争创一流”作为社区
服务精神，积极开展“扫黄打非”宣传
教育、志愿服务活动，形成了群防群
治、协同联动的良好格局。

“‘扫黄打非’工作是一项系统性
工程，铁路社区结合自身特点，将之纳
入社区党委会的重要内容，加强相关工
作的计划和推进，实现了时间上和空间
上的全覆盖，最终实现了社区‘扫黄打
非’的全周期管理。”入选全国“扫黄打
非”进基层示范点后，铁路社区党委副
书记樊勤表示，铁路社区将积极发挥示
范带头作用，推行更多有特色有成效的
工作方案，让“扫黄打非”工作进一步
融入日常、走进生活，让更多辖区居民
参与其中。

三支队伍，确保宣传家喻户晓

铁路社区老年大学是襄阳市唯一的
社区型老年大学，现有学员 2500 人左
右，占社区60岁以上老人的82%。为吸
引更多老年人参与“扫黄打非”工作，
铁路社区党委以老年人感兴趣的业余活
动为突破口，在老年大学开设了民族
舞、摄影、乐器等22个班，利用课前10
分钟时间，开展“扫黄打非”知识宣
讲；利用老年大学的“居民大舞台”“红
色集邮长廊”等6个功能区，开展形式
多样的“扫黄打非”宣传活动。学员以
自身特长分为文艺、戏曲、书画、摄
影、健身5个小分队，进社区开展文艺
宣讲、摄影展示、戏曲表演等活动，创
作了“三句半”、快板等形式多样的“扫
黄打非”文艺宣传作品，将“扫黄打
非”知识传播到居民心中。

“原来社区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以打麻
将、聊天为主，如今，他们的生活更丰
富，实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樊勤
介绍，老年大学已是社区开展“微党

课”的重要场所，借助这一平台，更多
老年人加入到“扫黄打非”志愿者队
伍，学员们积极参与“扫黄打非”宣传
教育，并由学习者变为传播者，担任宣
讲员、监督员等，使“扫黄打非”工作
影响力不断增强。

除了老年大学，铁路社区所属的辖
区学校和阳光家园老师家长们组建的

“护苗”队伍，是该社区“扫黄打非”宣
传工作的又一支力量。社区党委联合学
校，开展主题班会、国旗下讲话，举办
征文、演讲、书画比赛，制作手抄报、
创作“绿书签”、推介赠送优秀图书、播
放“护苗·网络安全课件”等，使学生们
了解“黄与非”的危害，增强自我保护
意识。

铁路社区还以构建文明和谐校园为
契机，积极联系公安、司法、文化等单
位共建，聘请法治副校长，建立“一键
报警，警校联动”机制，设立警察护学
岗，消除安全隐患，净化校园环境，营
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文化氛围。

“铁哥们”“铁娘子”，铁路社区的
“铁”字头 10 支志愿服务队，是社区
“扫黄打非”宣传工作的第三支队伍。他
们都是在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和铁路退休

职工，共有 890 余人。考虑到铁路社区
位于火车站附近，流动人口多，为了维
护社区治安和文化环境，志愿服务队除
了定期开展关爱帮扶、心理咨询、清洁
家园等志愿服务外，还以“扫黄打非”
巡查员的身份出现。他们在小区、街
道、书店、车站，甚至在工作的列车
上，随时随地开展巡查，一旦发现问题
线索，及时和社区及乘警联系，将一个
难以管理的社区治理为安全、文明、祥
和的幸福社区。

五个结合，推动工作纵深发展

除了党建引领三支队伍，为确保
“扫黄打非”宣传教育家喻户晓，铁路社
区还通过五个结合，不断开创“扫黄打
非”工作新局面。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结合。社区组
建舞蹈、书法、美术等文化宣传队，鼓
励和组织文艺爱好者在文艺创作中融入

“扫黄打非”元素，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
的文艺作品。为了鼓励更多居民加入

“扫黄打非”志愿者团队，铁路社区党委
联合辖区商家建立了55家“志愿者加油
站”，社区居民可以凭志愿服务积累积

分，到指定商户兑换服务或享受折扣，
让居民得实惠、商家得发展。公开透明
的积分制度，推动了社区“扫黄打非”
志愿服务形成良性循环机制。

与网格化管理结合。社区将“扫黄
打非”工作列入平安社区综治工作考核
任务，建立“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
制。居民发现售卖非法出版物等现象，
只需提供线索，社区就会及时通知相关
部门进行查处。严格落实网格长、楼栋
长、物业管理员、信息员、社区工作人
员、党员“两长四员”网格化管理模
式，形成“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定
其职、人负其责”的综合治理良好局面。

与公共文化服务结合。社区设立图
书室，打造绿色阅读“净心”书桌，倡
导绿色阅读、健康上网；设立社区大讲
堂，将“扫黄打非”宣传与党的创新理
论宣传紧密结合，组织专家开展“读正
版书、远离盗版”等知识授课；设立社
区文化活动室，对书法、诗词、绘画爱
好者进行培训；设立社区文艺表演室，
定期组织社区“扫黄打非”文艺队进行
快板、戏曲等文艺表演，推动了“扫黄
打非”工作向纵深发展。

与学习平台结合，让“学习”为“扫黄
打非”工作“充电”赋能。铁路社区号召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下载学习强国APP，关注
全国、湖北省“扫黄打非”微信公众号，及
时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普及相关知
识，并建立学习积分兑换制度，促进社区
居民由“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发挥资
源优势，结合基层工作，积极在相关平台
上发表“扫黄打非”工作的文章，推动“扫
黄打非”工作入脑入心。

与非遗传承结合。社区定期组织开
展非遗文化培训，将“扫黄打非”元素
融入非遗作品创作，在传统节日开展非
遗剪纸大赛、旱船巡演等活动。一方
面，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魅力；另一方面，使“扫黄
打非”知识更加深入人心，提高群众对

“扫黄打非”工作的认识，营造健康和谐
的文化环境。

湖北省襄阳市中原街道铁路社区：

让“扫黄打非”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本报记者 汤广花

■“扫黄打非”进基层

文峰街道南郊社区开展“护苗”宣传。 重庆市“扫黄打非”办公室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