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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交通路口是城市的门面，是市

民文明素养的集中体现，做好交通
路口的文明引导对提升整个城市的
文明水平至关重要。为此，石景山区
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
案和“示范岗”值守标准，规范文明
宣传标语和路口警戒设施的设计标
准，并统一旗语动作等。对于公共文
明引导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症下
药立即解决，并制定自查、互查、暗
查三查机制，通过不断优化公共文
明引导员队伍，合理分配路口值守
人员。为进一步巩固深化“示范岗”
创建成果，石景山区还定期举办路
口专项培训，提升文明引导员的能
力素质和引导水平。同时，建立奖惩
机制，实行日通报制度，加强督导，
强化文明引导员的责任意识，对主
动宣传，柔性引导、工作负责的引导
员进行奖励，将文明引导向规范化、
专业化推进。

为优化城区道路交通秩序，积极
营造文明和谐、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
环境，石景山区还坚持“创文明城”和

“育文明人”紧密结合，配合重点路口
整治工作，持续开展“礼让斑马线”

“文明礼让、安全出行”“幸‘盔’有你、
安全常在”等主题宣传活动，大力营
造“人人守交规、人人讲文明”的浓厚
氛围。

□“包片包点”守好文明
“责任田”

走在石景山的大街小巷，时常会
看到一群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或在
路边整理电动车、共享单车，或拿着
夹子、袋子弯腰捡拾路边的垃圾……
他们是助力文明创建的“包点包片”
志愿者。

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文明创建
水平，充分发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驻区企业干部职工的先锋模范带
头作用，实现全域创建、全员参与、常
态管控，常态长效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石景山区结合实际情况，探索
推出重点区域“包片包点”志愿服务
活动，自上而下压实责任明确目标，
将重点区域包保落实到位、变成一块
块“责任田”，激发广大干部职工参与
创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今年3月，石景山区印发《石景
山区包片包点志愿服务活动方案》，
建立区级领导包片包点责任制，发
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驻区
企业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包片包点志
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投身全国
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凝聚共建合力。
包片包点活动范围覆盖石景山区的
主要交通路口、主次干道及背街小
巷、医院、景区景点、学校、社区（小

区）等，活动内容主要为清除烟头纸
屑、宠物粪便、非法广告等沉疴痼
疾，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文明创建水
平。为积极响应活动，石景山区各单
位率先作出表率，近百名干部职工
克服高温天气，到承包的主次干道
和背街小巷捡拾果皮、纸屑、烟头等
垃圾，清除宠物粪便、小广告，整理
共享单车，并积极劝阻不文明行为。
同时及时上报在巡查中发现的问
题，用实际行动助力创建工作取得
新进展、新突破、新成绩，为建设干
净整洁的城市环境贡献力量。

为确保重点区域包片包点志愿
服务活动落地见效、行稳致远，石景
山区还建立了问题反馈和处置机制、
信息报送机制、督查巡查机制、应急
处置机制，以健全完善的常态长效机
制作保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推
动包片包点志愿服务活动提质增效。

如今，重点区域包片包点志愿服
务活动在石景山区已开展半年有余，
取得了明显成效，助推全国文明城区
创建工作做实、做细、做精，提升了全
区市容环境和治理水平，全区面貌焕
然一新。

本报讯（张茜陈飞喻光辉）近日，在
湖北天门城区大街小巷，一群志愿者积
极开展“趣捡跑”公益环保活动，倡导人
们在慢跑的同时随手捡拾垃圾，为市民
创造更美的生活环境。

今年以来，天门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为载体，大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
设活动，打造“文明创建+”品牌，提升市
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广泛开
展道德模范、“天门好人”、十星级文明
户等评选活动，发挥榜样示范带动作
用，在全市营造出崇德向善的浓厚氛
围。指导各村（社区）对“一约四会”（村
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
民议事会和禁毒禁赌会的简称）进行修
订完善，各村（社区）成立“四会组织”，
把倡导勤劳致富、爱护环境等文明行
为、抵制“铺张浪费、薄养厚葬”等陋习
纳入其中，定期开展议事、劝导、评议等
活动，持续提升农村精神面貌。以加强

诚信建设为切入点，开展诚信宣传教育
活动，积极建设一批诚信文化企业、诚
信经营一条街、诚信文化宣传墙等，把
诚信建设要求贯穿到文明创建活动中，
使诚信成为全市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
为准则。

“如今在天门，志愿服务随处可
见。”天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有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天门共有9大类专业
志愿服务队伍，特色志愿服务分队
1008支，共同编织覆盖城乡的“志愿服
务网”。

聚焦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以及特困
群众等群体，该市还常态化开展“情暖
福利院”“关爱留守儿童”等30多个志愿
服务项目；组织志愿者进村入户开展需
求登记12万户，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
题1125件；每年投入200多万元支持志
愿服务项目，推出“爱心食堂”“童学堂”
等20个特色鲜明的品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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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由木成林。过去十年，
是江苏徐州生态园林之城蝶变的
十年。

十年间，徐州大力加强公园绿地
建设，共实施了260余项园林绿化景
观工程，每年平均增加绿地212.8公
顷，其中公园绿地104.5公顷。徐州建
成区绿地面积由2012年的 9968公
顷，增加到现今的12210.96公顷，增
长22.5%；城区公园绿地面积由2430
公顷，增加到 3684.63 公顷，增长
51.6%；“公园绿地十分钟服务圈”覆
盖半径达到90.8%……

十年来，徐州基本实现了“推开
窗户见花园、走出家门逛公园”，市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徐州先
后获得“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联合国
人居奖”等荣誉称号。

◆ 生态布局
拉长公园绿地服务半径

曾经的采煤塌陷地，如今成为一
个集生态景观、休闲健身、防汛泄洪
功能为一体的城市湿地公园——位
于三环西路西侧的泉润公园，扩大了
原有水域，分隔成东西两湖，并保留
部分原地貌植物，利用原地貌乔灌木
构筑3个湖心岛屿，供野鸭、野鸟等
栖息。俯瞰泉润公园，一汪碧湖犹如
一块温润的碧玉。

泉润公园是徐州在市区西部精
心布置的一个“绿岛”。针对城市公园
布局中存在的“南多北少，四周多中
心区少，新城区多老城区少”的现状，
徐州结合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以及城
市更新，对城市空间进行梳理，在绿

化薄弱地带相继建起 87 个公园游
园，打造“公园绿地10分钟服务圈”，
城市公园分布更趋均衡。

在增加“绿岛”的同时，徐州充分
利用难得的城市河道自然条件，对丁
万河、奎河、三八河等实施综合治理，
疏浚河道，绿化两岸，增设游步道、临
水栈道、亲水平台等功能性设施，美
化桥梁沿岸道路，丁万河成为江苏省
唯一被评为“全国最美家乡河”的城
市河道。城区内8条河流实施综合治
理后，水体岸线自然化率达85 %以
上，河道绿化普及率达82%。

◆ 生态宜居
塑造高品质绿色空间

十年来，徐州注重把历史积淀、
文化精髓、人文修养、乡风民俗引入
到立园、建园、管园之中，突出地域文
化，塑造特色园林。

2021年夏，景观改造提升后的
快哉亭公园向社会开放。公园以宋代
文学家苏轼为切入点，修复快哉亭、
阳春观荷等区域，通过对《快哉此风
赋》的解读，融合宋代文人雅集活动，
将东坡文化与市民休闲活动相结合，
形成以东坡为代表的宋代园林文化
体验区，打造成一个“登临观赏之胜
地、诗意栖居之园林”。

从展现彭祖文化的彭祖园，到西
楚文化的楚园；从金石文化的彭城金
石园，到道教主题的珠山景区……徐
州园林建设过程中，寓教于游的功能
持续得到强化。徐州还注重燕子楼、
大彭阁等核心景点文化展陈，挖掘深
厚历史底蕴，增强景点吸引力。广泛

运用节约型园林建设技术、工艺、材
料，深度构筑青山绿水的城市自然生
态系统，先后高标准实施98项园林
绿化景观工程，进一步把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创建推向深入。

建设精品园林的同时，徐州市还
实施景观润色工程。对老旧公园实施
改造，载入科技创新、花卉园艺、时尚
运动、儿童游乐等不同主题元素和场
景，深度统筹以人为本与生态效能之
间关系。每年适时举办花卉展览和园
林文化节、开展雕塑音乐进公园、组
织教育科普展览等活动，增强游客与
公园的亲密度。各公园还增添小品、
配套服务设施，引入了漂流书屋、设
立小型书吧，展现园林的包容和
知性。

公园为民而建，绿地服务百姓。
十年来，徐州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大力开展亲民便民工程，
围绕市民出行“300米见绿、500米见
园”的目标，结合城市更新、边角地块
梳理，补缺公园绿地，补齐生态短板，
不断扩大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范
围。截至目前，徐州公园绿地十分钟
服务圈覆盖率达90.8%。

◆ 生态修复
把绿色还给大地

辛山山体（樱花谷）公园着重打
造樱花谷，突出樱花特色；五山公园
二期梅花坞，以梅花为主题；桃花源
湿地公园桃林区建设桃花岛、桃花
轩，专门展示桃红柳绿特色……曾经
的采石宕口和采煤塌陷地，如今全面
修复，还融入了专类植物特色，彰显

出独具一格的魅力，吸引了八方来客
前来观赏。

十年来，徐州市坚持以生态修复
为抓手，实施显山露水、退渔还湖、采
煤塌陷地治理、宕口治理等一系列生
态再造工程。

山体修复坚持走“生态修复+”
治理模式。整体搬迁了云龙山、西珠
山等周边棚户区和城中村，整理出
2800 亩土地，全部用于景观建设。
对东珠山、龟山、九里山等 42处采
石宕口实施修复，持续推进市区
1660公顷荒山绿化，让“石头缝里长
出了森林城市”，东珠山宕口遗址公
园被原国土资源部誉为“国内城市
废弃矿山治理的典范”。

采煤塌陷地治理突出“宜水则
水、宜田则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
原则，充分保护山水资源和生态环
境，潘安湖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九
里湖湿地公园获得“江苏人居环境范
例奖”。滨水生态再造着眼秀丽壮美，
实施了九里湖、北南湖、金龙湖、大龙
湖、玉潭湖等扩湖增水工程，清理改
造丁万河、徐运新河等煤港码头，建
成一批岸绿水清的滨湖滨水景观
公园。

开展园林绿化建设的同时，徐州
市还积极推进园林绿化规范化、法治
化建设和管理，先后出台了工程施
工、树木栽植、养护管理等方面8个
技术规范，其中，《黄淮海平原采煤沉
陷区生态修复技术标准》《采石宕口
生态修复技术标准》两项标准，在徐
州市政府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举办
的2019徐州城市绿色发展国际论坛
上对外发布。

推开窗户见花园走出家门逛公园
——江苏徐州描绘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壮美画卷

范海杰

本报讯（薛克）9月19日，山西省太
原市举行上半年“太原好人”发布仪式暨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共有助
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
孝老爱亲等5类35名“太原好人”上榜。

2022年上半年“太原好人”选树活动
开展以来，太原市积极发动、干部群众广泛
参与，共有16万余人参与评议。选拔出来
的“太原好人”年龄有别、岗位不一、事迹各
异，但都是扎根基层、为民服务、勇于担当、
默默奉献，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

贡献的优秀代表。
近年来，太原市不断加强公民道德

建设，持续加大“太原好人”选树宣传力
度，涌现出一大批社会贡献大、群众口碑
好、事迹突出感人、示范引领性强的先进
典型，生动讲述新时代的“太原好人”故
事，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氛围日益浓
厚。截至目前，太原市有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得主9人、省级道德模范27人、市级
道德模范255人；“中国好人”68人、“山
西好人”54人、“太原好人”399人。

本报讯（方文婷）9月20日晚，2021
年度“铜陵好人”暨第十届铜陵市道德
模范颁奖典礼在安徽铜陵五松山剧院
举行。

一朝春风化雨，十年润物无声。在铜
陵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中，道德
模范与身边好人是一道最靓丽的风景。
2011年 3月以来，铜陵市持续深化“五
推荐五评选”身边好人活动，扎实开展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推选工作，累计评
选产生“铜陵好人”602人、市道德模范
100人，推荐113组（158人）当选“安徽
好人”、10人当选安徽省道德模范、90组
（113人）入选“中国好人榜”、3人获得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铜陵市委、市
政府以选树好人、先进典型为着力点，
铜陵市文明委开展了2021年度“铜陵好
人”暨第十届铜陵市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活动，持续深化“五推荐五评选”身边好
人活动，在立德树人、以文化人上取得
积极进展。经过宣传发动、层层遴选、社
会公示等程序，共有10人当选2021年
度“铜陵好人”暨第十届铜陵市道德模
范。他们源自基层、植根平凡，心怀大

爱、肩扛责任，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高尚
品格赢得社会广泛赞誉。

他们当中，有年过八旬、双目失明的
老党员黄怀宗和言出必行、有诺必践的
驻村扶贫干部黄兢，以“诚实守信”生动
展现了铜陵人守信践诺、以诚立身的精
神风貌。

有身患重病依然坚持法律援助志愿
服务的黄国志和生命定格在17岁却以
遗体和器官捐献续写生命之光的方钊，
不图名、不为利，弘扬“助人为乐”的善
举和赤诚情怀；有“见义勇为”的英雄人
物祖小四和李立华，用平凡中的伟大守
护善良，守卫责任，守望人生的精神高
度；有“敬业奉献”的李广胜和陶海，用
执着坚守、不懈奋斗，让平凡的岗位熠
熠生辉；有“孝老爱亲”的张德宏和陶月
芝，用大爱和付出为家人撑起一片
晴空。

现场观众纷纷表示，要把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的榜样力量转化为加快建
设“四创两高”现代化幸福铜陵的生动
实践，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更 正
本报9月5日3版《文明引领逐梦远航——河南省漯河市特殊教育学校创建省

级文明校园工作纪实》第1列第16~18行应为“定期召开创建专题会议，形成了党
支部统一领导、部门联动联创、全员共同参与的常态化创建格局。”

本报讯（韶文）文雅的木质长廊，一
座棕白相间的现代化房屋醒目地立在
广东韶关孟洲坝“网红夜市”入口处，若
不是有标识，很难将它和公厕联系在一
起。近日，随着孟洲坝夜市经济的火爆，
商家和游客的人数也迎来了高峰。为更
好地护航夜市经济，给群众提供更好的
服务和保障，韶关武江区大力实施“智
能厕所”建设行动，一间外观漂亮、设施
完善、管理到位的“智能厕所”迅速建成
投用，成为孟洲坝夜市经济中重要的

“文明窗口”。
该移动厕所是严格按照高标准打造

的“智能厕所”，不仅增设了两间男厕、
三间女厕、一间第三卫生间和管理间，
还配备了感应冲水、照明和专业化粪池
等设施。“这座公厕装修得很漂亮，没有
异味，男女厕的数量进行了科学调配，

非常人性化。”市民周女士点赞道。
近年来，韶关在新建和改扩建旅游

厕所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新丰县探索
建立“旅游厕所开放联盟”，统筹全县符
合条件的旅游厕所对市民、游客开放；
丹霞山管委会积极调动经营主体积极
性，建成多座智能化厕所，实时更新厕
所使用情况、湿度、温度等，配置感应器
声控技术，使厕所实现资源节约和人性
化服务。

接下来，韶关市将继续瞄准旅游厕
所建设和管理问题，坚持数量服从质
量、进度服从实效建设旅游厕所，探索
社会各界和机关企事业单位认养厕所，
创新“一厕多用”机制，鼓励拓展延伸厕
所功能，提供多样化便利服务，深入开
展文明如厕宣传活动，将“小厕所、大民
生”办好。

2021年度“铜陵好人”
暨第十届市道德模范颁奖典礼举行

太原举行上半年“太原好人”发布仪式
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

建好管好“小厕所”
广东韶关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创造更美的生活环境
湖北天门“文明创建+”成就“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