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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格尔木市文明交通志愿者协会正式揭牌成立

“以匠为魂”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本报记者 漆世平

泸州市江阳区
茜草街道匠心社区

满弓发力，砥砺奋进新征程
——甘肃省嘉峪关市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两连冠”

杨亮 陈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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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新闻摄影比赛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一种信念

力量，更是一种推动城市向上向善

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此，甘肃省嘉

峪关市将前进的航标坚定地指向文

明的彼岸。

城市文明究竟依靠谁？城市文

明最终为了谁？将自身置于城市发

展的坐标中考量，创城，于嘉峪关而

言，犹如一场于破立之间谋求质变

的宏大的叙事篇章。

书写如此宏大的篇章，该从何

处落笔？嘉峪关的城市管理者们明

白，只有聚焦民生，从老百姓最关

心、最烦忧的堵点和痛点切入，才能

不断砥砺城市的品格和风骨，实现

嘉峪关和嘉峪关人的集体“蝶变”。

自1995年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以来，嘉峪关一直在创建工作中孜

孜以求，不曾停歇，始终抓住“人”与

“城”这两个重点，不断建立长效的创

建、管理机制，持续改变有悖于文明的

城市形象，不断提升公众的文明形态

和心态，让文明创建成为全市一种由

外及内、“油然而生”的共识与共举。

顶层设计
确保创建常态长效

“夺金牌”不易，“保金牌”更难。

嘉峪关自 2017 年获得“全国文明城

市”这一荣誉后，如何保持荣誉，确保

创建工作常态长效开展，是摆在城市

管理者面前的一道文明“考题”。

任务当前，压力“山大”。嘉峪关

始终注重顶层设计，高位推动，尤其

是 2020年，面对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两连冠”的重任，嘉峪关更是明确

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效果导向并重

的创城原则，由市创城办牵头，开展

常态化督查巡查工作，并紧紧围绕

《嘉峪关市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

创 建 成 果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8—

2020 年）》总体部署，制定印发年度

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点、全国

文明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并逐项分

解《全国文明城市（地级以上）测评

体系》《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测评体系》测评项目、测评标

准、测评内容，让每一项任务的落实

都可圈可点，掷地有声。

同时，针对上年度全国文明城

市年度测评工作的反馈结果，嘉峪

关梳理出创建过程中未达标的问

题，并有针对性地组织责任单位召

开全市创建工作推进会，将整改项

目、整改原因、整改举措对标对表一

一列清，限期敦促责任单位逐项整

改；为推动创城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市委市政府还制定印发了《市级领

导督导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方

案》，成立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

政府、市政协主要领导组成的督导

组，对全市创城工作进行督导，并下

设 17个工作组，对创城工作进行全

方位督导检查，通过督查推动创城

工作部署落地见效。

此外，为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嘉峪关将 57 家责任单位纳入文明

委成员单位，明确文明委各成员单

位的工作制度，实现了常态长效推

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的制度安

排，让文明城市创建的压力不断向

基层、向单位、向个体释放。

聚焦民生
积极回应民生关切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确

立之初，嘉峪关就高扬“创建为民、

创建靠民、创建惠民”的创建宗旨，

做出了一系列为民实事，实现了文

明城市创建人民满意的最大值。

“美丽雄关·万人清洁”行动、

“美丽庭院”项目建设、“洁净家园、

文明同行”……一系列整治人居环

境的举措为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两

连冠”注入了不可小觑的力量。为调

动全体市民的积极性，嘉峪关还在

重点路段建立了“包街”责任制，99

家单位承包 83 个重点路段，以“包

街”促责任落实、促环境改善、促文

明提升，全市上下全力践行城市“主

人翁”精神，生动地演绎了“共建共

享美好城市”雄关故事。

一座城市的最高价值取向，莫

过于人民的幸福。借创城之力，嘉峪

关按照“找差距、抓落实”的标准，分

批次、不定期对全市集贸（农贸）市

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多轮、不间

断的巡查督查，力争通过即整即改

克服薄弱环节，回应民生关切。一项

项接地气、重实效举措的实施，见证

了嘉峪关文明创建的决心——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精致

城市。持续推进城市公共场所、公共

建筑无障碍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公

共场所母婴室建设、城市主次干道

标识牌建设、全域无垃圾整治等突

破性行动；在城乡重点区域提升改

造公共卫生间 1230 座，并配备带扶

手坐便器、蹲便器；持续推进城市道

路绿化、亮化提档升级，不断提升城

市形象。

全力构建文明交通环境，建设

畅通城市。持续开展严重违法大整

治，重拳治理“两牌”（套牌、假牌）、

“两闯”（闯红灯、闯禁行）、“三驾”

（酒驾、醉驾、毒驾）、“三乱”（乱停

车、乱变道、乱用灯光）等违法问题；

加大对校园门前的减速带补充、更

换的力度，新建、新装、新设抓拍系

统、指路标志、交通信号灯、彩色斑

马线多处，并曝光不文明交通车辆

信息；组织志愿者配合执勤交警在

交通路口开展秩序大整治，强化对

不文明交通行为的劝阻和引导。

统筹推进城乡各类市场改造提

升，建设民生城市。对城市主干道市

场、电子巡更系统、防水供暖等进行

整体改造、更新；实行“8 小时工作

制+延时错峰实时监管巡查4小时”

无缝隙工作模式，对集贸（农贸）市

场、流动摊贩等创建问题高发区域

进行集中整治，并定期考核，市场环

境持续改善。

一系列可圈可点的举措，让嘉

峪关城市管理中的诸多顽疾迎刃而

解的同时，也回应了民生关切，提高

了市民的幸福指数。

价值引领
凝聚城市文明磁场

举全民之力，谋文明之变。嘉峪

关城市管理者们明白：一座城市精

神的形成，需要万千群众有共同的

价值追求，只有凝聚全民的智慧和

力量，提升市民的文明素质，文明才

能真正成为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

为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每年嘉

峪关都要在超市、物业、餐饮、交通、

快递等行业开展文明窗口、文明团

队、文明示范岗等创建活动，在乡镇

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八个一”示

范工程，在社区开展科教、文化、卫

生、法律“四进社区”活动，在中小学

校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金

种子”工程和“八礼四仪”行动。如

今，在这座城市，学先进、争先进、当

先进已成为一种风气。

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下，嘉峪关涌

现了一大批先进好人，全市争“做文

明有礼雄关人”已成为一种文化现

象。为了让这种文化现象延续下去，

嘉峪关坚持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

边好人”活动，坚持开展“德润雄关”

道德模范（雄关好人）评选活动；在城

市主干道、公园景区、公交站点打造

雄关好人街、东湖先进模范长廊等，

持续强化典型引导；持续深化文明礼

仪、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餐桌、

文明劝导、文明上网“六大文明行

动”；坚持做好“八礼四仪”主题实践

等，营造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同时，按照建设“信用雄关”的

整体要求，嘉峪关深化“诚信雄关”

建设行动，全面推动电信诈骗、拖欠

农民工工资等 19 个重点领域的诚

信缺失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并

结合全市“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对

电信诈骗、老赖拒不偿还等诚信缺

失典型案例加大曝光力度；联合法

院等行业召开诚信“红黑榜”新闻发

布会，发布守信“红榜”和失信“黑

榜”信息，并及时公示、曝光，在全市

营造了守信践诺的良好社会氛围。

此外，嘉峪关还坚持以党建引

领创建工作为抓手，从党建引领扩

大文明宣传、倡导文明风尚、加强

道德建设、弘扬家风家训、促进志

愿服务发展、推进移风易俗等方面

抓点突破、带动示范、多方联动，抓

优抓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2020 年，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两

连冠”的奋进征程中，嘉峪关始终坚

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精神文明创建

各项工作，嵌入各类主题教育、创建

品牌打造、先进典型宣传中，尤其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嘉峪关市

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建设阵地和组织

优势，通过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教育、选树和宣传疫情防控工作先

进典型、组织“阻击疫情·志愿同行”

志愿服务、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

带头抗疫等，引导全体市民同心战

“疫”，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凝聚精神力量。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放眼未

来，对照文明城市的坐标，嘉峪关必

将在这场永不停歇的“接力赛”中再

创辉煌。

20202020年文明城市创建动员会年文明城市创建动员会

本报讯（旦正措）为进一步整合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文明交通志

愿者队伍，推动全市文明交通志愿服

务有序开展，在市委、市政府、市民政

局及市公安局党委的关心支持下，8

月 17日，格尔木市文明交通志愿者

协会举行揭牌仪式。该协会为格尔木

市首个“文明交通志愿者协会”，协会

的成立也标志着格尔木市“文明交

通”共建活动全面启动。

揭牌仪式结束后，交警支队民警

对文明交通志愿者进行了岗前培训，

随后由执勤民警带领文明交通志愿

者奔赴执勤岗位，开展法律法规宣

传、劝导交通陋习等工作。自发出倡

议以来，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22家

企业主动申报、积极参与，已有百余

名市民报名争当文明交通志愿者，其

中包括大学生、退休老人、企事业单

位员工、快递员等。

下一步，格尔木市文明交通志

愿者协会将以创建文明城市为契

机，下足功夫，落实城市道路管理

工作，耕种好路口“责任田”，让一

个个路口“车无越线、人无斜穿、各

行其道、秩序井然”，成为文明创建

的新样板、新品牌、新亮点，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提

升城市交通品质和市民出行的安

全感、满意度。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茜草街道

匠心社区成立于 2018 年 1 月，是茜

草棚户区改造安置社区。近年来，社

区党委坚持“以匠为魂”，积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

打造“留住三长记忆、弘扬三线精

神、传承匠心文化”的生活家园和精

神高地，先后被评为“市级文明社

区”“市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

位”“市级党员教育基地”。

去年3月，匠心社区按照有标识

标牌、有活动场所、有队伍、有项目

菜单、有制度机制的五有要求，建成

集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讲堂、匠心文

化传承馆、党建服务中心、银发课堂

等功能室为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一年多以来，实践站结合社区工

作实际和群众需要，围绕“怀匠心、

践匠行、炼匠品、铸匠魂”，扎实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传承三线精神，为

辖区党员干部和群众搭建新时代文

明实践平台，极大地增强了社区居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搭建平台
推动文明实践融入生活

“‘三线’建设是我国战略发展的

重大调整，堪称我国工业布局的一次

大迁徙。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量来自

北京、上海、抚顺等工业基地的建设

者不远千里，安营扎寨茜草坝，在长

江边建起了‘长三厂’，为国家建设作

出了巨大贡献。”8月初的一天，67岁

的三线精神宣讲志愿者唐建国在匠

心文化传承馆耐心地为来馆参观的

社区居民讲述“三线”建设者的故事。

匠心文化传承馆是匠心社区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基地，通过

匠心缘起、匠心辉煌、匠心传承、匠

心新时代 4 个篇章，重现三线建设

的艰难曲折和丰功伟绩。

在打造匠心文化传承馆的同时，

匠心社区还结合实际，围绕聚情爱

家、聚力建家、聚心和家、聚智兴家

“四聚四家”主题，深化打造了银发课

堂、青年学堂、工会之家、劳模之家和

爱心妈咪屋等宣传教育活动平台，并

联合辖区企事业单位开辟“匠人时

光”等室内外活动场所12个，设置宣

传阵地200余个，推动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

整合资源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陪你走

过这长路漫漫，孤单时有我陪在你

身边，落泪时一起把心酸擦干……”

8月 4日 14 时 30 分，悠扬的歌声从

匠心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二楼的

职工之家传出，66岁的退休居民邓

元蓉与匠心艺术团的队员们正在练

习江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主

题曲《爱之愿》。

“退休以前我就对书法特别感兴

趣，恰好社区今年开设了书法班，我便

来报了名。”63岁的社区居民杨丽君

近期在银发课堂跟着其他书法爱好者

学习书法，她告诉记者，通过半年的书

法学习，她不仅掌握了书法创作的一

些基本要领，还认识了许多社区里的

朋友，生活比以前充实、快乐了。

“百姓所需就是工作所向，各年

龄段的居民在这里都能各取所需。”

匠心社区党委书记张雪琴告诉记

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成后，社区

整合辖区资源，组织社区文艺爱好

者自编自演文化节目，让广大居民

在文化熏陶中提升自身素养。同时，

社区还组织开展了系列宣传文化活

动，持续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

创新管理
为基层治理注入新活力

62岁的匠心社区居民尹克敏是

一名老党员，已经退休两年的他，主

动当起了“银龄先锋”，在教社区里

的老人们学习摄影技巧的同时，还

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文明城市创建

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为文明城市

创建贡献力量。

“银龄先锋”是匠心社区结合实

际创新基层管理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匠心社区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工作实际，积极开展“银龄先锋”

“乡愁党建”活动，推动社区党建网

格和治理网格“双网融合”，动员

300 余名老龄党员参与社区事务管

理，打通服务社区居民的“最后一

米”，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新活力。

与此同时，匠心社区还通过联

合辖区企事业单位，建立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联盟。现已形成了年初计

划、每季调整、月月评估的联席会议

制度，凝聚了辖区单位和群体，整合

了辖区资源，扎实开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让文明新风浸润百姓生活。

本报讯（通宣）
近日，北京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爱国卫生运

动工作组以“讲卫

生改陋习、履公约

要健康、讲文明见

行动”为主题，在全

市组织开展了秋季

周末卫生日活动。

本次活动是爱国卫

生运动工作组成立

后组织的第一次全

市性周末卫生日活

动。为全力响应活

动，通州区各社区、

乡村、建筑工地及

单位积极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党员、

志愿者、居民全动

员，积极美化家园

环境。

活 动 中 ，通 州

区各街道社区结合

疫情防控形势，组

织群众开展分工协

作，主次道路、背街小巷、绿化带、居

民楼道都是此次卫生大扫除的重点。

同时，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各村庄集中开展清洁行动，清扫村内

及周边道路的垃圾与杂物，让村庄环

境更加干净整洁。除此之外，通州区

还重点对建筑工地及单位开展了环

境卫生大扫除，并积极推进灭蚊、灭

鼠、灭蟑、灭蝇等行动，努力提升环境

卫生水平。

在全面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的

同时，通州区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在此次活动中还广泛进行宣传，

引导市民掌握正确的传染病防护知

识，提高自身的科学防护能力。据统

计，本次活动中，全区共出动车辆

1303辆次，清理卫生死角5373处，清

理垃圾 93.42 吨，发放宣传品 25420

份，25000 余名群众同心同力，让家

园环境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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