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时代新人说——讲好龙江红色地名故事”
主题短视频征集宣传展示活动方案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推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深化

“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省民政厅等省直

相关部门和单位决定依托黑龙江红色地名资源优势，面向全省

普通高等学校师生及全省民政系统，广泛开展“时代新人说—

—讲好龙江红色地名故事”主题短视频征集宣传展示活动。制

定活动方案如下：

一、活动目的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把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强

化地名管理工作的政治站位，保护传承龙江地名文化，挖掘讲

述龙江地名故事，深化地名档案资源开发利用价值，提升宣传

贯彻《地名管理条例》工作的影响力和参与度，推动区划地名

工作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助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同时，

深入把握青少年的特点和习惯，广泛宣传展示龙江历史发展进

程和城市演变过程，激发他们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浓厚情怀，在

红色地名文化中深刻感悟思想伟力、感悟光辉历程、感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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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感悟初心使命，引导全省青年学子将人生理想和自身规

划置于国家发展蓝图中，在新征程上写好人生篇章，为奋力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力

量。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省民政厅、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团省委

协办单位：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省民政资料档案馆

成立活动组委会，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同志担任组委会成

员，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省民政厅，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负责日

常工作。省民政厅负责面向全省民政系统，省教育厅、团省委

负责面向全省各高校及团委开展活动，宣传推广优秀作品。

三、征集对象

全省各普通高等学校师生及团委、全省民政系统。

四、作品要求

1. 作品应紧扣主题，内容以小见大，用精彩的红色地名故

事呈现活动主题。以“时代新人说——讲好龙江红色地名故事”

为主题，以地名文化进校园为切入点，深挖红色地名档案资源，

弘扬和传承龙江地名文化，重点面向高校学生和民政工作者群

体广泛征集评选原创优秀短视频，推出一批有内涵、有创意、

有价值的优秀地名文化宣传作品。

2. 每条视频作品时长不超过三分钟，画面分辨率不低于

1920×1080，格式 mp4，文件大小不超过 100M。

3. 视频地名来历含义沿革及所蕴含的地名文化、地名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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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地名故事须符合史实，相关内容有可靠依据，且不得包

含不正当言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作品须为创作者本人原创作品，并具备一定的艺术水准

及技术规范。投稿者须保证所投稿件为原创且享有全部合法权

利，若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如知识产权、名誉权、隐私权、肖

像权等，则由投稿者承担法律责任。

5. 所投稿件一经选用，即视为投稿者独家、免费、长期授

权主办单位行使除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外的其他

全部权利，包括该等权利的转授权。

五、步骤安排

活动自通知印发起至 2023年 11月 30日，分为五个阶段开

展：

1. 组织筹备（6月）：启动活动筹备和前期调研工作，成立

活动组委会，联合印发活动方案并形成入选地名目录，确定活

动方式、步骤流程及具体安排。在龙头新闻 APP开设专区，发

布活动启事、宣传海报和公益宣传片，各地民政部门牵头组织

做好转载和预热宣传工作。

2. 报名征集（7月—9月中旬）：各高校以学校为单位组织

学生在校报名，由老师指导学生聚焦主题拍摄制作短视频作品，

地名可在省区划地名文化展示中心提供的地名目录中选取。9

月 15日前统一将制作好的参赛视频发至指定邮箱。各高校及相

关部门推荐材料包括：短视频脚本或文案、短视频成片、作者

或团队照片及简介。

3



3. 初筛海选（9月中旬—9月下旬）：活动组委会邀请相关

专家组成专家指导组，对征集到的作品进行初筛海选，按照评

审条件筛选出合格作品，并给出指导意见，帮助作者进一步修

改完善作品。

4. 展播评选（10月上旬）：通过活动指定融媒体平台（龙

头新闻 APP及黑龙江民政公众号）进行作品在线展播，面向社

会宣传推广龙江地名文化，讲述地名档案故事，公众可通过点

赞推介对作品予以支持。期间，同步进行网络投票（本环节占

评选成绩 50%），在黑龙江民政公众号链接龙头新闻 APP 开设

投票窗口，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群众进行网上投票，投票时间为 7

天，形成网络技术支持和投票数据统计报告。网络投票结束后，

进行组委会评审（本环节占评选成绩 50%）。根据组委会评选结

果和网络平台投票数量进行综合评分，确定作品得分最终排名

顺序。活动设一等奖 3个、二等奖 5个、三等奖 10个、优秀奖

30个及组织奖 20个。

5. 媒体公示（10月下旬）：在黑龙江省民政厅官方网站和

公众号以及相关合作媒体进行为期 5天的获奖情况公示。

6. 颁奖宣传（11月）：省民政厅、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

团省委为获奖作品颁发奖品及证书，在龙头新闻 APP开设专区

展播优秀作品，并在全省民政系统推广，《黑龙江日报》、省内

主要新媒体平台刊播活动综合消息。省民政厅联合黑龙江日报

利用已有视频资源联合制作龙江红色文化地名主题推介片（约

15分钟）《民政牵挂 名系龙江—— 讲好龙江红色地名故事》（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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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名）。

六、工作要求

1. 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地）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发挥

牵头协调职能，形成工作合力，把学习宣传活动作为推进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举

措，摆上重要日程，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确保质量效果。组

委会各成员单位要整合资源、协同配合，建立完善联络员和工

作信息通报交流机制，组委会办公室不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协

调处理工作事宜，推进落实各项工作。

2. 做好宣传发动。活动启动后，省直新闻单位要加大宣传

力度，设置热点话题，提高社会关注。网络投票前，省内媒体

设置专题（专栏），广泛宣传优秀作品。龙头新闻 APP 主要频

道持续发布评选投票等相关信息。各市（地）、各系统所属媒体、

组委会成员单位公众号要做好本地本系统推荐对象的宣传工

作，形成横向联动、上下呼应的舆论声势。

3. 扩大活动影响。省内新闻单位要及时采集刊发社会反响，

通过热点话题导流，吸引群众参与互动，扩大社会影响。省直

新闻媒体、全省民政系统以及各市（地）融媒体中心要做好公

益宣传，在全网推送的同时，积极向城市户外 LED大屏幕等公

共平台推送活动海报，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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