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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筑梦新时代　争当好少年
———北京市积极开展暑期未成年人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北京市围绕“筑梦新时代 争当好少年”主题,宣传选树一批好

少年榜样典型,开展丰富多彩的暑期教育实践活动,激励引导首都

未成年人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树立先进典型,凝聚榜样力量

1.创新典型发布机制。以30位首都“新时代好少年”为主角,
通过故事讲述、对话采访、节目表演等多种形式,联合北京广播电

视台卡酷少儿频道举办“筑梦新时代 争当好少年”———首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展示活动,集中展示好少年先进风采。首次以

全媒体多矩阵宣传方式对首都“新时代好少年”进行多角度挖掘展

示,通过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电视台、北京电台等传统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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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以及市属媒体新媒体账号、学习强国北京平台、文明北京传播

平台等新媒体渠道,对好少年的故事进行全方位报道。在卡酷少

儿频道黄金时段播出“筑梦新时代 争当好少年”电视节目,组织发

动十六区中小学生积极观看,鼓励各区以多种形式和载体开展教

育实践活动。

2.征集发布主题曲。历时两个月,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筑梦

新时代 争当好少年”———首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展示活动主

题曲《新时代 好少年》,对歌词和歌谱进行多次修改完善,使之符

合青少年身份特点和演唱习惯。在展示活动现场对主题曲进行发

布,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少儿等电视频道、北京电台等广播频

道,以及媒体视频号等广泛传播,引导各区结合青少年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用好主题曲,发动青少年学生进行传唱。创排《新时代 好

少年》主题曲手势舞,鼓励各区结合工作实际,将主题曲手势舞融

入到教育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强化宣传效果。

3.深化学习实践活动。以好少年发布活动为契机,发挥文明

办的组织协调作用,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和工作实际,根据首都未成

年人的成长规律和身心特点,创新载体、丰富内容,精心设计开展

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举办演讲征文、故事分享,组织志愿服

务、亲情关爱、环境保护、劳动锻炼等,开展红色寻访、国情调研、科
创比赛、小课题研究等活动,引导青少年以“新时代好少年”为榜

样,在广大中小学生中掀起学习好少年、争当好少年的热潮,在潜

移默化中增进对主流价值的认知和认同,内化为思想观念、外化为

行为习惯。
二、开展特色活动,注重实践育人

1.开展“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教育活动。以“七一”建党节为契

机,组织广大未成年人以现场演唱、网络赛歌、微信小视频等形式

唱响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新时代的优秀歌曲和童谣。以《“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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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唱响文明新风尚”———北京市新童谣优秀作品选》为蓝本,将部

分获奖童谣作品录制音频专辑,在“喜玛拉雅”平台开辟专栏,同时

依托抖音、微博等新媒体进一步加大优秀童谣推广传唱并策划举

办线上童谣朗诵比赛,引导首都未成年人立志向、有梦想,爱学习、
爱劳动、爱祖国,培育养成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动。启动开展“做文明有礼

的北京人———市民高雅艺术殿堂文明行”活动,组织新时代好少年

等先进典型代表走进国家大剧院观看艺术主题展览、参观剧院、观
摩演出。组织开展“镜头下的点滴文明———社区文明小使者摄影、
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引导全市中小学生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

动,在劳动实践中提高思想素质。举办“中华美德少年行”活动,面
向广大中小学生开展故事征集、读书分享,选拔优秀作品在学校、
社区、各级少年宫等场所进行专场宣讲巡演。组织实施“中华美德

故事汇”主题活动,创排巡演京剧《芦荡火种》和评剧《鸡毛信》,加
强未成年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3.开展家教家风系列教育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展“开
卷传家风———2022首届最美读书声首都中小学生朗读比赛”活
动,鼓励引导首都中小学生借助诵读经典原著,传承优良家风家

训,讲述美好家庭故事,展现优秀家教成果。以“回望双奥”为主

题,开展家教家风进基层活动,邀请艺术家走进基层文明单位、文
明校园、文明村镇,通过讲演结合的艺术讲座、小型演出(合唱、重
奏),深化高雅艺术对美好心灵的教化作用。会同市妇联合开展

2022年寻找“首都最美家庭”活动,采取月寻、季推、年选的方式在

全市开展选树宣传活动,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
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三、营造安全环境,护苗健康成长

1.参与营造良好社会环境。配合市“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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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做好“护苗”主题宣传活动,将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等与“护苗+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紧密融

合,借助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广泛凝聚家庭、学校、社
会、网络等各方力量,营造积极向上健康的社会环境,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落实疫情防控安全保障。为保障线下活动,坚持常态化精

准防控和应急处置相结合,根据疫情形势,聚焦活动现场人员数量

控制、落实健康码行程码双码联查等关键环节,提前组织开展风险

评估,不断完善各项防控措施,筑牢未成年人疫情防控坚固屏障,
确保参与活动的未成年人和家长防疫安全、有效。暑期市区两级

开展的未成年人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无一例涉疫情况。

3.强化身心安全宣传教育。利用市属新闻媒体、新媒体平台

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普及安全常识和常见意外伤害

处理等知识,提高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应急避险和自防互救能力。
开展“阳光成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以多种形式增强未成年人对

健康心理的认识,提高未成年人情绪调节能力,引导他们在疫情防

控背景下,以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情绪面对学习与生活,快乐学

习,阳光成长。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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