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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其精神实质。在宣传中,不宜照着材料宣读,要结合实际,用人们易于接 

受的、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表达，用大众的语言传授高深理论，用具体的事 

例解释抽象的概念,做到理解透彻、记得清楚、讲得明白,提高群众对宣传内 

容的理解，从而达到宣传的目的。

二是要分析宣传对象，科学制定宣传策略。根据不同的宣传内容确定好 

宣传对象,提高宣传效率,以免耽误群众劳作，产生抵触O根据宣传对象的年 

龄、文化程度、对宣传内容的认知程度等，有针对性地确定宣传时间、地点、 

方式和宣传策略。

三是要采取多种宣传方式,形成整体效应。利用村广播、板报、橱窗、报 

纸、网络、标语、宣讲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综合利用各种宣传方式的优势， 

营造氛围，让群众抬头可见、侧耳能听,从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上向群众传达 

宣传内容，使群众产生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记忆,增强宣传效果0

四是要注重时间场合,积极深入群众中宣传。做宣传工作时,不仅要注 

意方式方法和语言的表达技巧，而且要把握好宣传的时间场合。要解决好劳 

学矛盾,多利用农闲时间,见缝插针地向群众宣传。农忙时，可以利用农民的 

劳动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做宣传,也可以利用晚上时间，深入农民家 

中宣传。

（策勒县住建局住策勒镇萨依吾斯塘村工作组）

43.如何让“草根宣讲员”成为 

宣传教育群众的有生力量?

草根宣讲员来自基层，是群众的身边人、熟悉的人，把草根宣讲能人集 

中起来,组建草根宣讲队，用身边人讲身边事,对提高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 

性、实效性，把党的声音传到千家万户，解决好宣传工作“最后一公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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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一家人”的问题意义重大。

一、 组建好草根宣讲员队伍。组建草根宣讲员队伍要按照“自愿参与、统 

一选聘、动态更新”原则，把“有责任、有热心、有能力，素质高、威信高,群众 

基础好”的村干部、教师、爱国宗教人士、“四老”人员、妇女干部、假期返乡学 

生、退伍军人、致富模范和退休返乡的老干部等吸收到草根宣讲员队伍中 

来,每个村组建一支宣传队,人数5-7人。草根宣讲员必须政治坚定,在大 

是大非面前敢于发声亮剑;必须熟悉基层,知道群众需要什么，想听愿听什 

么,什么样的宣讲方式最有效、最受欢迎;必须懂政策,面对群众要讲得清、 

说得过、辩得明;必须热爱宣传工作，真心投入，用心宣讲,以情感人。要精心 

挑选、培训好草根宣传骨干，着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语言表达能力强、熟 

悉党的方针政策的草根宣讲员队伍，打造一支群众身边永不走的宣传队。

二、 发挥好草根宣讲员作用o基层宣讲工作应突出针对性、实效性,宣讲 

内容和形式要体现“乡土化”、“草根化”，坚持“到人、管用、有效”，真正达到 

宣传教育引领群众的目的。一要“接地气”式宣讲。通过公布宣讲“菜单”,采 

取“点菜”和“配菜”相结合的方式，对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事物进行深 

入阐述，对重大决策、重大部署、重大举措给予权威解读。通过“百姓讲,讲百 

姓,百姓听”，以小故事阐述大道理、，以小话题回应大主题，用老百姓听得懂、 

喜欢听的朴实语言,用老百姓身边的故事，以平等对话的方式讲述深刻的道 

理。二要有针对性宣讲。区别不同对象确定宣讲内容，注重发现挖掘基层问 

题和典型案例,以鲜活的真人真事现身说法,开展揭批声讨,弘扬正能量,传 

播真善美。三要讲究方式方法。农闲时节开展集中式、入户面对面式、拉家常 

式宣讲;农忙时节走到田间地头、夏牧场，与群众共事、共乐,用讲故事、讲变 

化的形式宣讲。四要建立巡回宣讲机制。以乡镇为单位，组织本乡优秀草根 

宣讲员到各村巡回宣讲，实现优势资源共享，使其成为推动乡村基层宣传思 

想工作的重要力量。

三、 管理好草根宣讲员队伍。一是根据形势和宣讲内容的变化,不间断 

开展培训，重点加强党的惠农惠民政策、“去极端化”、宗教知识、民俗文化、 

民族团结、法律法规、农村实用技术、"三农”知识以及国家通用语言的培训， 



056 | "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百问

打造一支文化素质过硬的本土宣讲队伍。二是村党支部、工作组要加强对草 

根宣讲队伍的指导和管理,完善工作制度，建立奖惩机制,规范工作程序，定 

期召开草根宣传员工作例会，通报上级最新精神，收集热点舆情信息，部署 

下一阶段工作任务。三是乡镇党委每年对先进宣讲队和优秀宣传员进行表 

彰,不断提高草根宣讲员的工作积极性。四是对草根宣传员可考虑适当给予 

生活或误农误工补助,对家庭遇到临时困难的应及时给予关心帮助 。

（克州“访惠聚”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44.如何抓好民族团结宣传教育?

一要加强正面宣传教育。要把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文化知识普及相结 

合,力争“内容广、形式多、亮点突出”。宣传教育内容要丰富，题材可涉及中 

国历史、各民族传承、文化共性和特性、民族特色经济发展状况等领域,帮助 

村民开阔眼界，增强对不同民族的了解，建立对中华文化的内心认同。宣传 

教育形式要多样，采取讲座播放影像资料、编排情景剧、有奖问答、学唱优 

秀歌曲等方式，尽可能形象化、生活化、活动化，让村民留下深刻印象。对身 

边民族团结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要进行重点宣传,引导群众讨论,鼓励村民 

发言，一点一滴巩固宣传效果。

二要发挥工作组自身优势。要创造条件,想方设法增加工作组与村民的 

接触通过交流交往.，在走动互动中增进了解互信。要落实好“结对子”,鼓励 

各民族群众互相结对子在各种活动中鼓励“结对子”的伙伴多参与,一方面 

可以增加接触机会,另一方面可以给周围群众积极的心理暗示，增强民族团 

结宣传教育的正面效果。

三要依靠“十支队伍”形成合力。工作组人员少，不可能照顾到每个村 

民，这就需要发展一批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积极分子，以一带十，以十带百。农 

村“十支队伍”是和工作组接触最多的人群，也是村里影响力最大的群体，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