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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明城市，是为了让人民

的生活更加美好。在创建省级文明

城市的过程中，大邑县按照“接地

气、有活力、可持续”的原则，打响

“崇德向善大邑人，共建共享文明

城”创文品牌，让文明理念在共建共

享的生动实践中内化、固化、转化。

大邑县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浸润

人心。依托刘氏庄园博物馆等 27

座民国公馆以及建川博物馆等 71

座现代主题博物馆，发起“百年安

仁，馆藏中国”博物馆文明实践联

盟，让“博物馆式”文明实践新模式

活色生香;深入挖掘现代农旅融合

生态优势，建设乡村美学文明实践

阵地、“稻香渔歌”新时代文明实践

基地等，充分发挥县级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的阵地作用，整合各类资源传播党

的声音、传承传统文化、培育文明

风尚、提供惠民服务。

志愿服务是一个城市文明的重

要标志，大邑县全力开展志愿服

务，让城市更有温度。健全“1+2+

N”志愿服务体系，成立了大邑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在镇

(街道)、村(社区)分别成立志愿服务

分队，并建立大邑青年志愿者协会

等26个志愿服务社会组织，以“一

月一主题”“人人可参与”为目标，

打造“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社区在

行动”“天府文化润乡村”等特色志

愿服务品牌，推动形成了“每周奉

献一小时，携手共建文明城”志愿

服务文明新风尚；坚持聚焦中心工

作弘扬志愿精神，在国庆节组织开

展“我为祖国点赞”快闪等主题活

动，激发市民爱国热情；今年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大邑联合所有

志愿服务组织和多名专业心理咨询

志愿者发起网上抗疫活动，2000余

名志愿者坚守疫情防控一线，自创

了《我相信》《非常春节，黄大爷二

三事》等文化作品，营造了“隔离病

毒不隔爱”的良好氛围，汇聚了强

大的精神合力。目前，全县注册志

愿者队伍共912支7.2万余人。

此外，大邑县还广泛开展“我

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打造川西民

俗婚庆、巡游龙灯、长街宴、穿上旗

袍去安仁等特色节庆活动，以民俗

文化浸润人心，提升城市精神风

貌；开展“我们心连心”“网络助农”

“舌尖上的防疫战”“文艺服务下

乡”等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公益

品牌活动，建立“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的社会参与机制，激励市民向

上向善；大力弘扬好家风好家训，

在社区、村镇集中推出颂扬“好家

风好家训”、村规民约等教育实践

活动，广泛开展文明家庭、最美乡

贤、大邑好人等评选创建活动，以

先进典型示范提升城市文明形象。

深化文明创建 塑造城市精神
—四川省大邑县浓墨重彩绘就“美丽大邑”新画卷

冷明霞 邹玉龙

每到周末，四川省大邑县的公

园内、广场上，人们或漫步于绿荫

小道，或沉醉于花海之中，闲适的

生活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

2018 年，大邑县步入第五届

四川省级文明城市参评行列。启

动创建后，大邑县始终将创建文

明城市作为鞭策，不断以新发展

理念引领城市文明观和发展观，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涵养“文旅大

邑”的独特文化气韵和文明品格，

为 全 力 打 造“ 雪 山 下 的 公 园 城

市”，加快建设“中国旅游名城、国

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构筑强

大精神内核。

大 邑 县 还 不 断 夯 实 主 官 主

责、精细分解分工、注重全民参

与、突出常态长效、把牢文脉传

承、强化人文涵育，有力推动城市

硬环境和软实力同频发展。近年

来，大邑县先后获得“国家卫生县

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2019 年社会治理创新典范县”

“2019 中国西部百强县”“2019 年

度最具诗意小城”“四川省维护社

会稳定先进县”四川省双拥模范

县等称号，书写出属于大邑的最

美华章。

新思想滋养城市文

明内涵。近年来，大邑县

按照“用文明育人,为城

市铸魂”的指导思想，始

终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首要任务，将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核心工

程，以新思想筑牢理想

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

念，凝聚崇德向善的共

同价值追求。

大邑县全力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走心走实，

组织开展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对四川及成都工作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

市会议精神，开设了“党

建+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课程指导

推动企业、机关、社会组织等行业领

域各项工作，同时依托党校、成都非

公企业学院等组织引导省级非公党

建示范企业、省优秀民营企业、市百

强民营企业等参与党的创新理论和

全县发展实践理论研究，形成思想共

振、心灵共鸣。

大邑县还注重强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领，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校园落地生根，组

织引导先进典型进企业、进乡村、进

机关、进校园、进社区开展看得见、

接地气的理论宣讲，依托“社区讲

堂”“幸福讲堂”“子龙讲堂”等载体

广泛开展群众性宣讲活动，利用媒

体、公益广告栏、户外LED屏幕等多

种方式开展宣传教育，让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良好文明风尚的形成需加强文

明道德风尚培育，大邑县着眼于以优

秀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利

用文博文化、雪山文化等文化资源，

打造居民身边的文化课堂，开展群众

性教育宣传活动；深挖子龙文化等资

源，创新举办了“子龙讲坛”，策划开

展了“大邑文脉传承与发扬”“弘扬

天府文化、传承子龙精神”等主题活

动，创办了《赵子龙与三国文化》期

刊;创新设立幸福讲堂、斜源讲堂、

流动家风讲堂、村(社区)法治讲堂等

10 余类特色社区讲堂，通过学习教

育、政策解读、创业培训等实现理论

宣讲零距离;设立县级友善优雅市民

文明大讲堂，67 个市级以上文明单

位、41个市(县)级“三美”示范村开设

友善优雅市民文明大(微)讲堂，定期

举办移风易俗、乡风文明等宣讲活

动，弘扬崇德向善的道德风尚。

大邑县拥有鹤鸣山、新场古镇、

斜源共享小镇、花水湾古海温泉小

镇、南岸美村、天府花溪谷等众多高

品质生态旅游资源。它们分散在大

邑县各处，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也不断点缀着城市的绿

色肌理。

作为成都市极为重要的生态文

明县，大邑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将人文价

值、生态价值、生活价值融入城市治

理和发展主轴，推动形成产业生态

化和生态产业化的“生态+”经济体

系，用创新要素与传统产业的融合

聚变“蓄力”城市的改革发展，成就

大邑生态文明之美。

大邑县通过强化城乡基层治理

水平夯实发展支撑力。全力优化政务

服务，深化“仅跑一次”改革，形成100

个“最多跑一次”高频事项清单，审批

服务事项“网上办”实现率达100%、

“一次办”实现率达100%，审批制度

改革经验作为标杆在全市推广;扎实

开展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实

现了“群众工作之家”村(社区)全覆

盖，加快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

设，着力提升大邑法治环境；打响碧

水蓝天保卫战，全力整治环境污染，

三年来，全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连年递增。大邑县还成立了成都市锦

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培训学院、成都

市蓉创城乡社区空间美学研究院，构

建了“党建引领+文明实践+社区发

展治理”工作格局，大邑县“农集区良

序善治”做法获评全国社区发展治理

最佳案例，安仁镇入选四川省乡镇治

理现代化试点单位。

优质的全域文旅经济体系是城

市发展的内生力。为此，大邑县加快

安仁古镇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创建，

创新“博物馆式教育”研学新业态，以

创建西岭雪山-花水湾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为抓手，推动冰雪运动、康养旅

游主导产业发展，主动融入成都建设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部署，打造三国子

龙文化产业园等特色项目，西岭镇还

入选“全国最美森林小镇100例”，安

仁古镇获评第八届艾蒂亚中国最佳

旅游小镇，位列2019中国特色小镇、

中国文旅小镇标杆项目T0P10榜首，

以安仁·中国文博产业功能区、西岭

雪山运动康养产业功能区、文体智能

装备产业功能区、县城服务业集聚区

为支撑的特色产业发展体系逐渐发

挥引领作用。

立体全面的开放格局是城市发

展的新动力。大邑县强化城市品牌

营销，主动融入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和世界文化名城建设，成功举办了

一带一路世界城市文化旅游论坛、

世界华人滑雪大赛(亚洲站)、2020年

亚洲生态旅游联盟半年度会议、首

届中国网络电影周、安仁论坛、安仁

双年展、名镇博览会、山一国际女性

电影周、南国国际冰雪节、天府丰收

节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活

动，高质量“朋友圈”加快形成。

大邑县紧扣“以人为本”导向，全

力塑造“人城境业和谐统一”的人文

城市新形态，创新人文载体、擦亮人

文标识、提升人文品质。

全面保护城市风貌，筑牢城市的

“根”与“魂”。大邑县加强历史文化

遗址、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建立了天

府文化研究院大邑博士站，加快横

山岗红军战斗遗址修缮保护、刘氏

庄园博物馆保护修复，有序推进传

统村落、老旧院落、晋南晋北城中村

的保护改造，强化背街小巷整治；实

施景观提升工程，高标准启动王滩

湿地公园大邑“会客厅”建设，实施

河道亮化工程扮靓城市夜景，建成

各级绿道 144.7 公里，全县绿化覆盖

率 39.5%。斜源镇晒药巷获评成都

“最美街道”，王泗镇庙湾村获评省

级传统村落，高山古城遗址入选第

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旅融合体验新场景不仅是文

旅融合发展的动力，更有助于文明

城市创建。大邑县深挖农耕文化和

农业特色资源，按照“产景相融、产

旅一体、产村互动”思路，举办了

“天府丰收节”“大地艺术节”等特

色农事体验活动，以深厚乡村文化

留住乡愁乡情乡韵；利用 江镇乡

居、读书荟、乡村旅游、共享经济

“双创”中心等现代农旅资源优势，

创作了富有地域特色的天府文化墙

报，创新“文青微创”“乡创基地”等

文明实践示范店标识，打造出更具

特色、更有温度、更易进入的共享乐

活社区；建成“今时今日演艺+”体

验消费综合体、三线记忆展览馆等

多元文化场景。

大力营造城乡社区阅读新空间

为文明城市创建增添一缕书香。大

邑县结合场景差异优化阅读网络，

打造了县城服务业集聚区一体化综

合性书城，建立了以城乡社区精品

书店、社区书店等书店集群为网络

的居民身边“阅读圈”，探索打造将

旅游、文创、设计等要素融入阅读空

间的“书香”景区。同时，大邑聚焦文

脉特色打造创新空间，通过发挥文

博 IP 优势和农旅生态优势，打造了

“可以住的最美书店”方知书屋、“延

伸农旅文化”再书房等一系列关于

“书店+文创”“阅读+民宿”“阅读+

乡村振兴”的创新空间，并启动以

“共享书橱”等为重点的阅读项目推

广共享阅读，推进以学习型家庭评

选为重点的创建活动开展书香创

建，开展针对留守儿童等群体的捐

书送读活动实施书香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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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新形态润城
打造蜀风雅韵的人文空间格局3

坚持新实践铸魂
提升共建共享的城市文明形象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