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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载文明创建
增进百姓福祉
崔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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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城市“断头路”25条，建
成市政道路34条，改造背街小巷
73条，新增绿化面积 501.4 万平
方米……一个个民生数字背后，
是甘肃武威全市上下坚定不移贯
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的具体实践，是深入践行“创建为
民、创建惠民、创建靠民”理念的
生动写照。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年来，
武威市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入
手，解决了一大批长期以来受到
群众关心的老大难问题，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水平不断提高，创建
工作得到了群众的高度认可和大
力支持，2020年度创建文明城市
测评群众参与率达100%，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与此同时，各级干部在积极参与
创建的过程中接上了地气、锤炼
了作风、经受了考验。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年来，武
威城乡环境面貌显著改善。通过持
续深化“三项革命”“三项行动”，大

力开展城市建设管理“五个年”活
动和“三整治”“三提升”等系列行
动，提升改造老旧小区117个，新
建、改建城市环保公厕125座，城
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宾馆）内部厕
所实行免费向社会开放。

创建在为城市赋能的同时，
也让乡村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武威市深入推进全域无垃圾专项
行动，全面完成了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目标任务，累计改
造农村卫生厕所15.03万座，创建
清洁村庄345个……乡村环境面
貌改善的同时，乡风文明也得到
持续提升。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年来，
武威的城市形象大幅提升。武威
市以打造“德城”“文城”“绿城”

“清城”特色品牌为目标，坚持科
学规划、依规建设，促进城市建设
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
变，中心城区、县城基础条件和公
共服务功能全面改善提升。武威
市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全

国无偿献血先进市、甘肃园林城
市，民勤县被命名为“甘肃园林县
城”，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形象
品位大幅提升。开窗见绿、出门见
景成为新常态，一座花园般的城
市在向人们款款走来……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
姓的口碑”，武威优美亮丽的城市
形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
可和市民游客的普遍点赞，广大
市民的自豪感、荣誉感和归属感
进一步增强。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年来，
武威的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高。
该市坚持把“人改变环境”和“环
境改变人”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大
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扎实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推动市民文明素质不断提高。涌
现出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先进典
型，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
治沙造林先进群体被授予“时代
楷模”称号，郭万刚、胡中山二人

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武威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测评连续3年在全省名列
前茅。机动车礼让行人、公交车让
座、排队一米线、自觉使用公筷公
勺、光盘行动等文明行为习惯正
融入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志愿服务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如今，志愿服务在武威蔚然成
风，创建让“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在武威大地绽放
光芒。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年来，
武威的城市治理能力不断增强。
从细微之处发现问题、补齐短板、
提升品质，以“点”的突破带动

“面”的提升，建立健全日常保洁
和垃圾清运等城市管理常态长效
机制，实现城市（县城）物业服务
或业主自治管理全覆盖。凉州城
区投运电动公交车232辆，建成
智能公交候车亭372个，全市建
成停车场 36 个，新增停车泊位
5458个，设置道路中心标准隔离

栏5.94公里，建成高清视频监控、
信号控制、交通诱导等多项管理
系统，交通环境持续好转。“智慧
武威”上线运行，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平明显提升。

容缺受理、不见面审批、“绿
色通道”，在线办理政务事项“一
网通办”，通过全市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武威实现在线办理事项
100%，全面推行“不来即享”“项
目管家”等服务机制，让政务事项
办理更便捷。

这些，既是武威市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的生动诠释，也是武威
三年创建成效的直观体现。

文明创建，没有完成时，只有
进行时。展望未来，武威将继续大
力弘扬“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
漠变绿洲”的新时代武威精神和

“崇文尚德、包容创新”的武威城
市精神，以奔跑者的姿态奋进在
创建路上，让基础设施建设更完
善、城市环境更美化，在增进百姓
福祉上更进一步……

巡游取消了，宴请
延后了，春节会不会很
冷清？广东韶关南雄市
珠玑镇洋湖村党总支部
书记刘运辉说，不会。村
里漂亮了，人气也旺了，
文明的乡风悄然吹遍了
村子的每个角落。“三清
三拆”党员带头拆，村民
跟着拆，为美丽乡村建
设腾出 4 万多平方米土
地；卫生保洁党员干部
包片包户，带动村民共
同维护美丽整洁的环
境；文明实践站化身“精
神家园”，开展非遗活
动、留守儿童关爱活动、
扶 贫 扶 志 宣 讲 ……（2
月23日《南方日报》）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让大家更加深
刻地意识到卫生健康、
文明生活的重要性。文

明绘出乡风民风之美。如今，文明健
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深入人心，
文化活动常态化、移风易俗长效化、
生活习惯文明化日渐形成。

用好各类阵地，促进文化活动常
态化。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
广场、乡村舞台等阵地，广泛开展群
众性文化活动和文化惠民演出，引导
群众参与各项文艺活动，丰富群众的
文化生活。例如，广东省惠州市博罗
县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今
年春节期间新时代文明实践不打烊，
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
活动，让市民群众文明过春节、健康
过春节、快乐过春节，引领新风尚，获
得了中央、省、市媒体的报道和点赞。
各地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在农
村逐渐营造出文明和谐的新风正气。

破除陋习，促进移风易俗长效
化。乡村振兴离不开文明乡风的滋
养。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创建文明村户、整治旧俗陋习、
传播家风文明等行动，潜移默化地影
响群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一些陋习
得到改变，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
免办等正成为共识。广东韶关南雄市
珠玑镇洋湖村坚持价值引领，加强移
风易俗宣传和舆论监督，采取文化培
育、村规民约、乡贤示范、活动引导等
措施，破除陋习，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深化日常教育，促进生活习惯文
明化。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卫生
科普宣传等活动，打牢人民身体健康
的底子，筑牢卫生安全的“防疫大
堤”。广泛开展“文明卫生户”“卫生清
洁户”“最美庭院”“最美+”示范户等
评比活动，推动群众改变不科学、不
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和文明生活方式。倡树文明新风
尚，还要转变市民群众的观念，大力
倡导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的生活
习惯，强化推广公筷公勺和分餐进
食，普及文明健康的饮食习惯。

这场疫情让我们学会了很多、懂
得了很多，特别是意识到良好卫生习
惯和文明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每个人
都应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有“硬
核”作为，将在战“疫”中养成的良好
卫生习惯和文明生活方式保持下去，
形成人人遵循、共同受益的社会文明
新风尚。

“向阳一席话”是江苏省南
京市溧水区石湫街道向阳村依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建的崭
新的冬训品牌，也是一个立足
群众需求、拓宽冬训理论宣讲
形式、整合冬训理论宣讲平台
的创新项目。

如今，“向阳一席话”正逐
渐构建起系统化的宣讲体系，
通过群众的反馈互动，已经形
成了三大特色板块——“向阳
一席话理论”“向阳一席话童
趣”“向阳一席话文艺”，三大板
块在引领冬训宣讲创新实践的
同时，更持续点燃着向阳村民
们共建共享冬训平台的火热激
情，伴着石臼湖畔阵阵翻涌的
潮水，“向阳一席话”的滋味更
为悠远深长。

“向阳一席话理论”
红色大理论+民生小切口

该村创建“向阳一席话理
论”宣讲品牌的初衷，就是要将
党的先进理论、前沿民生政策
推广到千家万户，让广大群众

熟悉了解村中事的同时，更要
充分激发乡民们的主人翁意
识，让他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投身于向阳美丽乡村的建设中
去，让宣讲成为助力民生建设
的“强引擎”。

走访乡民200多户、每天辗
转至少3个自然村、民生讨论议
题涉及80多条……在“大家坐
板凳”的宣讲理念的持续吸引
下，数十名经验丰富的老党员、
致富能手、乡贤能人与道德先
锋加入了板凳宣讲团，一方方
小小的板凳，承载的不仅仅是
愈加丰富的民生话题，还有一
支不断提质优化的宣讲队伍。
为了让“板凳”议题持续与群众
所需接轨，让“板凳”宣讲真正
地走心入情，该村还会定期邀
请专业的党校教师为宣讲团成
员集中授课，促进宣讲水平不
断提升的同时，让板凳的“底
座”更加坚固。

“向阳一席话童趣”
缤纷阅读季+农家图书屋

“向阳一席话”不仅要对广
大群众话理论、诉民生，更密切
关注村内少年儿童的思想状
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始

终是向阳冬训创新的重点关注
项目。依托向阳村刚刚打造好
的农家书屋，向阳村将“缤纷阅
读季”与冬训紧密结合，让“童
趣阅读”为“向阳一席话”注入
一丝缤纷的童年色彩，让孩子
们在集体阅读中感悟历史，对
脚下的这一片红色热土有更为
深刻透彻的感悟。

为了保障阅读质量，冬训
期间农家书屋全天开放，每个
月安排3-4场不同主题的阅读
沙龙，让孩子们尽可能体验多
元文化的魅力。随着童趣阅读
季的全面铺开，向阳村已经开
展了近20场风格多元的阅读活
动。截至今年2月，实境宣讲比
赛已经举办20余场，涉及30多
项人文议题，极大地扩展了孩
子们的文化视野。

“向阳一席话文艺”
石臼湖文化+文艺爱好者

向阳村毗邻石臼湖畔，形
成了意蕴独特的石臼湖文化。
在村内的各大表演舞台上也常
年活跃着一批文艺骨干分子，
他们充分发扬文艺宣讲的作
用，围绕着石臼湖文化自主创
作了一系列精彩的文艺节目，

更将最新的理论政策融入其
间，在寓教于乐中培育文明乡
风，成为群众生活中一道不可
或缺的文艺佳肴。

在向阳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的积极引领下，“向阳一席话
文艺”逐渐成为凝聚人才、留住
乡愁的一块闪闪发光的金招
牌，在传递着浓浓向阳乡情的
同时，更助推冬训成为一场聚
民智、融民情的文艺大汇演。

在与群众的互动中，文艺
宣讲团让文艺节目多了一丝鲜
活的“泥土味”，增了一缕浓郁
的“人文香”。群众的踊跃参与，
也让冬训舞台上的文艺节目越
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新颖，
《向阳小院》《垃圾分类我能行》
《石臼湖渔歌》《致富喜剧》等一
系列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在紧
扣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
也激发了文艺骨干们更加火热
的创作激情。

以冬训为领跑，扬向阳之
新风，“向阳一席话”在创新求
变的路上彰显出愈加蓬勃的生
机，三大各具风格的特色板块，
各诉向阳魅力，共聚向阳民心，
让“向阳一席话”与石臼湖的阵
阵潮声相应和，诉不完的是绵
延起伏的向阳深情。

向阳一席话共诉冬训情
——江苏南京溧水区石湫街道向阳村依托文明实践站打造冬训品牌

溧文

目前进入春耕备耕时节，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的农民针对丘陵地区实际，充分发挥微型耕整机作用，及时用“铁牛”翻耕土地，播种
育苗，提高劳动效率，节约耕作成本。图为2月24日，岳池县齐福镇官庙村的农民在田间利用微型耕整机翻耕土地。 邱海鹰张启富 摄

本报讯（林洛）近
日，青海省西宁市积
极部署，认真做好公
益广告的刊播展示工
作，在全市范围内营
造文明健康、绿色生
活、移风易俗、崇尚节
约、常态化防控新冠
肺炎疫情的良好氛
围，为建设现代美丽
幸福大西宁新征程提
供强大精神动力。

部署落实迅速。
西宁市认真部署、迅
速落实，最快速度、最
大限度地组织传统媒
体、网络媒体、新媒体
平台做好公益广告的
刊播展示工作。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及
时印发通知，组织下
载刊播倡导文明健
康生活方式主题公
益广告，并对刊播展
示情况进行常态监
督，将工作落实情况
纳入考核。

宣传范围广泛。
西宁市在各单位内
部、公共场所广泛进
行主题公益广告宣
传，通过户内户外广
告牌、电子屏、宣传橱
窗、公交站台、宣传
栏、建筑围挡等广泛
刊播展示主题公益广
告。广泛组织村镇社
区张贴主题公益广
告，累计制作张贴海
报4.6万张，宣传覆盖
1099个村（社区）。让
公益广告成为城乡风
景，传递文明健康理念。

刊播载体新颖。西宁市通过
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工作
群、朋友圈等对主题公益广告进
行刊播推广。市广播电视台将其
纳入黄金时段、刊播计划。共计
进行线上推广10万余条次，累计
阅读浏览量达到480万余条次。

氛围营造浓厚。西宁市各县
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单位通
过宣传栏、文化墙、电子大屏、横
幅、海报等方式开展宣传。通过各
乡镇、街道、村（社区）微信工作群
下发公益广告宣传图片，转发量达
15万人/次。有LED屏的单位、村
（社区）滚动播放相关内容达3万
条/次。

群众知晓率高。除广泛刊播展
示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主题公益广
告，西宁市各地区、各单位还因地
制宜，开展主题公益广告宣传
7000余次，以手机彩信形式推送
公益广告13万余条，使群众的个
人防护意识得到显著提升。

云南省大姚县：
“净餐馆”专项检查
打造文明就餐环境

本报讯（杜中语 起永丽）“群
众的卫生观念得到改善，健康意识
普遍提高……”这是今年1月开展
爱国卫生专项行动“净餐馆”专项
检查以来，云南省大姚县餐饮经营
户普遍感受到的变化。

餐馆随手小举措，人人卫生
好习惯。就餐环境的整洁有序关
乎每个食客的身体健康。随着气
温回暖，敞开式垃圾桶不仅为蚊
蝇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更散发异
味，配置带盖垃圾桶可以有效减
少蚊蝇滋生和异味散发，保障就
餐环境干净整洁。大姚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在“净餐馆”专项检查
中，要求每家餐饮店都要有效改
善就餐环境，做到地面、桌面基本
没有杂物。

大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
作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时，看到一位
老人正使用踏板开启垃圾桶盖，投
放用过的纸巾。餐饮店服务员说：

“现在顾客的卫生意识比以前提高
了不少，干净的场所能吸引更多的
顾客前来就餐。”

随着大姚县爱国卫生专项行
动的深入推进，全县餐饮服务单位
积极配合，按照“七个达标”完善和
规范餐饮服务行为，配置带盖垃圾
桶、建立台账记录等，推动餐饮业
实现健康有序发展，助力大姚县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