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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新风进万家
为百姓幸福生活加码
汪天安郭雯

福州鼓楼

让城市插上文明的翅膀飞翔
——广西桂林市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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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凝聚创建共识
“一把手”抓创建，“一把

尺”推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是全国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的最高奖项，为了明
确创建文明城市的决心和信心，
凝聚创建共识，桂林市坚持“一把
手”主抓的责任制，确立了由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创建工
作指挥部指挥长，做到创建工作

“四纳入”：纳入常委会工作要点、
绩效考评体系、各级财政预算和
市委、市政府重要日程。同时，建
立包联工作机制，实行包干、包
片、包解决、包提升“四包”。

在推进创建工作的进度上，
桂林市坚持“一把尺”衡量，通过
体制机制创新，确保创建工作有
序推进。市创建办紧扣测评标准，
把创建任务细化到人、分解到点，
采取“黄雀”精准督导法，实现主

体责任体系全覆盖。
推动6个城区全面深入开展

创建文明城市“最后一公里”体制
机制创新；推动市直各单位开展
行业管理与创建指标并轨落实、
并轨考核及深入社区开展“双报
到”志愿活动。

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城为民
办实事”金点子活动，将“金点子”
工作组纳入创建办常设机构。“金
点子”工作组成立至今，共收到上
万份市民意见，其中正式形成
8184 份金点子处理签，已办结
7826件、办结率达95.6%，有效地
解决了一批市民反映强烈、长期
存在的“老大难”问题。

做法上科学构建城市新局
“一体化”推进，老城新区

联动发展

城市科学发展是创建文明城
市的基础。桂林市紧紧围绕“加快

建设新城、疏解提升老城”的要
求，一体化推动城市发展。

在城市规划布局上，桂林市
坚持老城新区统一规划、联动发
展。其中，老城区“疏解提升做减
法”，完成了“北通南畅、东拓西
联”工程。先后实施了城市轨道1
号线、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推进塔
山、福隆园等十余个片区改造，提
升车站码头、停车场等设施；累计
拆违167.13万平方米，建成“两江
四湖”二期和临桂新区水系，新增
2个“两江四湖”的游览面积，城市
绿化覆盖率达40.81％，品位休闲
之都焕发勃勃生机。

新区则“产城互动做加法”，
形成了“七纵九横”主干路网和

“山环水绕”山水新城格局。通过
建设高新区、经开区、高铁园，打
造了信息、生态食品等八大产业
集群，建设了万亩华为城、桂林物
流中心等重大项目，城市产业支
撑得到全面加强。推进网格化、数
字化、精细化管理，市政设施完好

率保持在 95%以上，机扫率超
80%。实施最严城市管理绩效考
评，有效地治理了城市乱象，山清
水秀环境美成为常态。

通过推进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桂林市优化了城市空间布局，
完善了城市功能，荣获国家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区等多项荣誉。

思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让精神文明建设深入人心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
中，桂林市坚持“一条线”贯穿，推
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行业、全
领域践行，在全市上下掀起了精神
文明建设的高潮，铸就城市灵魂。

通过开展主题教育，坚定党
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提升舆论引
导水平，推动网络宣传监管，传递
文明风尚；加大公益广告的宣传
力度，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公园；加强道德实践，落实道
德模范等先进典型的宣传。

开展 19个领域诚信缺失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传递正确的价
值取向；开展丰富的文化文艺惠
民活动，突出“戏曲进校园”“戏曲
进乡村”的宣教作用；开展“文明
进社区、真心访民情”“传家训、立
家规、扬家风”系列主题活动，让
文明深入人心。

如今，全市志愿者注册人数
超过常住人口的19%，活跃度达
67.28％，位居广西前列。桂林市
乱扔垃圾、随地吐痰、闯红灯等不
文明行为明显减少，市民对创建
工作的满意度超过98%。

通过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创
建，桂林成功塑造了“城在景中、
景在城中、城景交融”的山水城市
形象，形成了“爱国爱家爱桂林，
讲德讲孝讲文明”的城市人文精
神，彰显了“一城文化满城绿”的
桂林风韵，韵味独特的国际旅游
胜地文明城市品牌更加闪亮。

文明，因实践彰显力量，城
市，因文明更加温暖。在福建省
福州市鼓楼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之“花”开遍地，硕“果”满枝，迸
发出全新活力。

近年来，福州市鼓楼区加快
推进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
作，积极宣讲党的政策、深入开展
志愿服务、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打通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
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文明宣讲”点亮心窗
进万家传送精神内涵

群众在哪里，文明宣讲就延
伸到哪里。

平实的话语、鲜活的事例、亲
切的语音……在鼓楼区开元讲
坛，一场主题为“砥砺奋进的五
年”的宣讲活动正在举行，不少社
区的群众闻讯而至，现场座无虚
席，在潜移默化中，新思想、新政
策、新知识传递到了百姓的心中。

为了让新思想、新理论走进
寻常百姓家，鼓楼区打通了政
府、企业、学校、医院等各方资
源，利用“道德讲堂”、社区基层
理论宣讲、“红色小广播”、“鼓楼
区业余讲师团队”等宣讲平台，
形成了覆盖区、街道、社区三级
的理论宣讲阵地。同时，通过创
新基层理论宣讲方式，将党的理
论和方针政策融入闽剧、茶摊故

事会、老人读报沙龙、百姓社科
理论讲坛等群众文化活动中，通
过举办“我们的节日”等文艺演
出，形成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
宣讲品牌，奏响了新时代文明实
践的“最强音”。

“志愿服务”热火朝天
微光成炬温暖人心

群众在哪里，志愿服务就温
暖到哪里。

近年来，鼓楼区制定出台了
《福州市鼓楼区志愿服务管理暂
行意见》，将社区公共服务资源
进行整合，打造了10个市级志
愿服务示范社区，规范建设了69
个社区志愿服务站，建立了“点
点成线、以点带面、全区覆盖”的
志愿服务新格局。

目前，鼓楼区有225支特色
志愿服务队，拥有超11万名实名
注册志愿者。为了让志愿服务更
精准地“直达”群众，该区通过创
新点单方式等服务举措，依托“鼓
楼智脑”平台，建立了“社区吹哨，
部门报到”的志愿服务机制，并充
分利用辖区资源，培育了一批各
具特色的志愿服务品牌。

“红色驿站”一次次雪中送
炭，让杨桥河南社区的独居老人
林淦深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党
和政府的温暖。“虾油味”志愿导
游队将“红色线路讲解”、“真诚

服务游客”、名人家风家训宣传
展览等特色志愿活动开展得有
声有色。“爱心茶摊”常年开张，
为骄阳下、严冬中的环卫工人、
建筑工人、交警等，送出了一杯
杯斟满文明馨香的茶水。

如今，“红马甲”的身影遍及
鼓楼的大街小巷。交通劝导、内
河保护、敬老助困，一个个贴近
百姓、贴近生活的志愿服务项
目，在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上

“破土而出”，传递着文明和力
量，奏响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的“大合唱”。

“道德风尚”滋养一方
大美大爱文明之城

群众在哪里，道德新风尚就
培育到哪里。

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鼓楼区突出价值导向，回应群众
需求，把加强道德建设作为关键
点，把文化惠民作为结合点，以
文化人、成风化俗，让文明新风
扎根在基层。

在鼓楼，“鼓楼好人”和各级
“道德模范”定期进机关、企业、
社区，与群众交流思想。文明道
德“云宣讲”，以真人真事为原
型，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视听故
事汇讲演形式，弘扬真善美。在
鼓楼，每位市民都是城市重大活
动的亲历见证者、社会秩序的维

护者、文明的践行者。丝绸之路
国际电影节、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福州国际马拉松赛……盛会
云集的背后，有鼓楼志愿者默默
奉献的“红色”身影在闪动。

倡导时代新风，弘扬传统美
德——南街街道依托三坊七巷社
区名人家风家训馆，传承弘扬优
良的家风家训家教；鼓东街道中
山社区依托林则徐出生地孝廉文
化示范点，打造了“青少年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安泰街道乌塔社区
利用高爷庙，组织开展文化志愿
服务活动，为社区群众送上了一
场场别开生面的文化大餐。

同时，鼓楼区持续倡导市民
节约粮食、文明用餐，以“倡导文
明餐桌 助推节俭风尚”为主题的
党团队联动志愿服务走进商铺、餐
厅，在市民心中埋下绿色健康、文
明节俭的种子。如今，在鼓楼餐饮
店走访便会发现，“光盘行动”已由
专项行动步入了常态发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一个个
故事正在书写，温暖人心。如今
的鼓楼，环境更优美、市民素养
更高、群众更有幸福感。新时代
文明实践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未来，鼓楼区将继续以凝心聚
力、扎实工作，书写鼓楼新时代
的“文明实践”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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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老 旧 小 区
数量庞大，2000年以
前 建 成 的 小 区 有
2700 多个。近年来，
北京将老旧小区改
造作为一项重要的
民生工程加以推进，
强化工作统筹，创新
政策机制，积极开辟
社会力量参与路径，
让不少老旧小区旧
貌换新颜。居民生活
环境大幅改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提升。（1 月 13
日《人民日报》）

老旧小区改造，
关系群众生活质量，
影响群众对城市的
归属感和幸福感。要
加快现代文明城市
建设，提升城市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就
必须把老旧小区改
造摆上重要位置，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把老旧小区
改造好，不仅有助于改善人居环
境、促进产业投资，还能优化城市
功能、提升城市品位；不仅是民生
工程，也是民心工程；既与城市发
展相关，更与人民福祉相连。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推动城
市更新的系统工程，涉及供水、排
水、环境卫生、解决停车难、加装电
梯等很多方面，每一项都与群众的
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老旧小区改
造一定要树立系统性思维，不能想
到哪儿改到哪儿、今天改这里明天
改那里，而是要根据不同小区的现
状进行实地调研，摸清需要改造的
所有内容，科学编制改造规划和方
案，制定“一区一策”“一栋一策”，
尽可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实现
城市基础设施的集约整合和优化
更新，避免重复改造给群众生活造
成不便和资金资源浪费，提升老旧
小区改造的质量和效率。

老旧小区改造要积极听取群
众意见。群众是城市的主人翁，对
于小区的未来最具有发言权。由于
老旧小区改造涉及面很广，有的是
必选项，如节能、安全、市政管线、
拆违、环境卫生等方面，属于必须
加快改造提升的范畴，但有的属于
可选项，如加装电梯、补建养老设
施和社区服务设施等；在改造资金
来源上，有的依靠财政投入，有的
则要动用房屋维修基金等公共资
金或是需要群众集资。因此，老旧
小区改造必须充分尊重群众意见，
做好向群众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
凝聚群众最广泛的共识，确保改造
工作顺利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既要注重硬件
的更新换代，也要趁机抓好软件提
升，把老旧小区改造与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居民自治机制建设、社
区服务体系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
完善小区长效管理机制，促进城市
治理体系的科学化系统化构建，将
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老旧小区改
造，不但要让环境更优、生活更便
捷，还要推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绘就民心民愿的

“最大同心圆”，让广大群众生活得
更美好更幸福。

隆昌市教体局出实招
做好校园欺凌治理

本报讯（张春雷）去年以来，四
川省隆昌市教体局出实招，扎实做
好校园欺凌治理。

建机制。建立以单位负责人为
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股室负
责人为成员的预防校园欺凌工作
领导小组，并制发了《隆昌市教体
局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
理实施方案》等5个文件，全面预
防校园欺凌现象。完善校园欺凌防
治制度，建立校园欺凌应急处置预
案，明确教体局、学校、教师的工作
职责，确保责任分解到校、压力传
导到人、工作覆盖到点。

强手段。组织教职工集中学习
校园欺凌事件预防和处理的相关
政策、措施，增强教职工应对问题
的能力。组织法治讲座90场，开展
专题班队课210节，家访98次，发
放《告家长书》9.3万余份，向学生
和学生家长传播校园欺凌防范知
识，增强防范能力。

促落实。各校成立了以校长为
组长的摸排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
展涉校涉生欺凌再摸排行动，认真
做好校园欺凌行为自查，针对排查
中发现的问题积极做好预防和报
备，严防校园欺凌事件发生。

小区里的垃圾房，在
大家的印象中一度是“脏
乱差”的代名词。然而，江
苏张家港市保税区（金港
镇）德丰社区的垃圾房却
摇身一变，成了小区里亮
丽的风景线。

“配合垃圾分类，争
做文明市民”“书香飘万
家，陶冶你我他”“幸福是
奋斗出来的”……行走在
保税区（金港镇）德丰社
区，一座座五颜六色的垃
圾房让人忍不住停下脚
步，驻足观赏。“现在垃圾
房‘颜值’变高了，周边的
环 境 也 比 以 前 整 洁 多
了。”社区垃圾分类督导
员季阿姨高兴地说。

2020年7月，保税区
（金港镇）德丰社区全面推
行垃圾分类，小区生活垃
圾实行定时定点投放，社
区通过党建引领、入户宣
传等举措，使垃圾分类观
念入脑入心。如今，90%的
居民都能自觉践行垃圾分
类，但不按时投放的现象
也存在。“要是垃圾房‘长’

得好看一点，乱丢垃圾的居民会不会
就不好意思了？”垃圾分类督导员的
一句玩笑话，给了社区工作人员灵
感。于是，社区鼓励居民集思广益，为
垃圾房改造出点子。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以“文明城市”“垃圾分类”“移风
易俗”“节约粮食”等为主题，为垃圾
房设计出了23套“新衣服”。之后，居
民和志愿者一起动手进行美化改造，
喷底漆、勾线条、刷颜料……使垃圾
房“旧貌”换“新颜”。

“看到这么美丽的垃圾房，我也
不忍心乱扔垃圾了。”美化后的垃
圾房，不仅提升了居民参与垃圾分
类的积极性，也在小区里营造了文
明新风尚。

多年来，广西桂林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的理念，把创建过程作为
提高执政能力、造福城乡群众、改善人居环境的过程，以创建促文明、以文明促发展、以发展惠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