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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服务B4

“白族原乡”“文献名邦”见证文明
——云南省剑川县奋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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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南方丝绸之路重要的连

接通道。

这里是茶马古道线路的重要节

点，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重要交

叉路口。

这里是“白族原乡”“文献名邦”……

踏上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热

土，漫步在历史文化厚重的剑川县

城，身临其境，随处都能感受到文

化、和谐、文明的气息……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

位于“三江并流”自然保护区南端和

“一带一路”倡议中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是大理州连接丽江和怒江、通向

香格里拉、走进川藏的重要门户，是

全国白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份，被

誉为“白族原乡”。以云南文明之源、

南诏石窟胜地、生态旅游乐土、中国

木雕之乡、白族文化宝库、滇西革命

摇篮“六张名片”著称。素有“文献名

邦”和“白族文化聚宝盆”的美誉。

剑川县白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90%以上，是全国白族人口比例最高
的县份，也是白族文化积淀最深厚、传
承最古老、分布最集中、特点最鲜明的
地区。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县
委、县政府立足实际，充分依托丰富的
白族文化资源，以白族文化元素为核
心，突出白族地域特色，着力打造崇德
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
的文明城市。

深挖历史文脉，打造白乡风情
的文明街区。剑川县立足弘扬白族
文化的定位，在剑川古城历史街区、
特色民宿、园林庭院、实体书店等建
设过程中，按剑川传统的“三坊一照
壁”“四合五天井”“飞檐斗拱”等建
筑风格设计建设，将剑川木雕、石
雕、彩绘等文化元素巧妙融入门窗、
牌坊、城门、拱桥、亭台楼阁和临街
建筑外立面改造。同步推进“拆临拆
违拆高”，严格风貌管控，对临街商
铺招牌进行专项整治，着力彰显浓
郁的剑川白族文化气息。在剑川县
白族原乡民族风情主题街区，包含
200 多只形态各异的石狮子，27 座
不同造型的石桥，都加入了白族生
活图鉴，彰显不同寓意。智慧路灯加
入龙头三弦样式，尽显民族特色；道
路铺装中加入地域标识，突显区域
特色；窨井盖设计中加入白族舞蹈、
乐器，展示民族风情；洗手池也融入
了石雕文化内涵，让人们在潜移默
化中不断提高人文素养。

夯实创建基础，打造和谐宜居的
文明街区。树牢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
的发展理念，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贯穿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全过程。投资2.6亿元用于县城路网建
设及改造提升、“书香剑川”实体书店
改造提升、古城棚户区消防设施改造
提升、县城消防设施改造提升等项目。
结合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重
点围绕厕所、集市、背街小巷、河道、庭
院等，加强清扫、强化管理、深入整治，
做到无卫生死角、无盲区。选用符合剑
川气候条件且花期较长的天竺葵、月
季等地被植物美化街区，对主题街区、
临街建筑、重要节点进行亮化，亮灯率
90%以上。如今城区居民推窗见绿、出
门赏景，主题街区已成为群众休闲散
步的好去处。

加强智慧建设，打造人民满意的
文明街区。全面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步
伐，不断提高县城管理和公共服务水
平。投资0.4亿元，实施剑川数字古城
建设，建立剑川古城数字化展示平台，
完成古城整体三维实景建模；完成新
建城北农贸市场数字化管理系统建
设；完成主题街区智慧路灯系统项目、
县城智慧旅游建设、5G网络信号全覆
盖；完成剑川县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
系统建设方案编制等项目；完成智慧
厕所改造，全部录入“一部手机游云
南”系统。通过智慧化建设，不断完善
街区功能，推进公共服务智慧化、便捷
化，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和满意度不
断提高。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剑
川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
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惠及群众”的
理念，有效地提升了广大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昔日“白族原乡”“文献名邦”……
今日剑川——见证文明！

长期以来，剑川县委、县政府紧紧
围绕“干净、宜居、特色、智慧”四大要
素，深入扎实推进县城建设，先后荣获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国家园林
县城、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县，国家
卫生县城创建顺利通过省级技术评
估。国家方志馆南方丝绸之路分馆落
户剑川古城。近两年来，剑川县持续发
力，把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
上下一心，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各
项工作并驾齐驱。

一把手挂帅，下好文明创建“一盘
棋”。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任
双指挥长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
下设十个工作组。先后制定了《剑川县
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2021—2023年）》等18个文
件，确保创建工作有目标、有机构、有措
施、有经费。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严格落
实“一月一调度、十天一督查”等工作机
制，先后召开了15次工作推进会和27
次调度会。县四班子主要领导不定期开
展分片督导，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带
队实地督查调研86次。把县城规划区、
城乡接合部划分为25个网格化责任
区，建立“三网三责三同”机制，实行一
周一跟进，一月一通报制度。与此同时，
全面分析研判2021年度测评结果，对
反馈问题和短板实行清单式管理，高位
推动整改工作。

立体式宣传，画好文明创建“同心
圆”。制定了《剑川县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氛围营造工作方案》，对创建文明城
市宣传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先后创作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城市
创建我参与》《文明之花放异彩》《携手
共创文明城》等30多个宣讲节目，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宣讲。
累计制作30个创建公益景观小品和
800多块公益广告，开展了8次集中宣
传周和2次集中宣传月活动，发放《剑
川县文明手册》1.2万册、《宣传漫画读
本》1万册、各类海报及宣传品等宣传
材料11.4万份。建立了102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组建10支常
备志愿服务队，开展“我们的节日”和
文明旅游、文明交通、文化文艺、助学
支教、智慧助老、医疗健康、疫情防控、
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科学普及、社会
治安等志愿服务活动。截至目前，完成

文明剑川云平台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93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74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371支志愿团队、12504名志愿
者的信息录入，共发布文明实践活动
1249 场次，25153 人次参与。除此之
外，分批次组织全县各部门分管领导
和业务人员1000余人次通过线上线
下的方式参加省、州、县三级有关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的业务培训7场次。

品牌化打造，打好文明创建“特色
牌”。实施“打造书香剑川，提升文明素
质”工程，举办读书分享会、书画摄影
作品展、楹联评比、红色故事分享会等
活动，用人文精神增添城市魅力。开展

“书香剑川 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完成
剑川县2022年“新时代好少年”“青年
文明号”和“书香机关、书香校园、书香
社区、书香家庭”等的评选、表彰、授牌
工作。实施县城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工
程，建设富有传统文化底蕴的城市景
观，完成白族原乡民族风情主题街区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法
治文化公园建设。完成剑川古城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申报验收工作和剑川古
城76处历史建筑数字化信息系统建
设项目，国家方志馆南方丝绸之路分
馆一期“一志四馆”正式运行，稳步推
进沙溪特色小镇、沙溪茶马古道旅游
文化体验服务中心、沙溪低碳乡村旅
游、剑川木雕艺术小镇、赵藩文化园二
期工程、剑川历史文化博物馆、特色民
居客栈改造建设和古旧民居修复工程
等项目建设。

靶向式突破，牵好文明创建“牛鼻
子”。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整合项
目资金9.7亿元对城市硬件进行提升
改造。新（改）建二类以上公厕36座和
洗手台790座，新建县城垃圾中转站，
投放400个封闭式垃圾桶和500个果
皮箱，增设了5条健身路径。加大市容
秩序管控，拆除各类废弃、损坏、不规
范网线设施和有线电视线缆5000余
米，拆除、清理广告牌103块、小广告
2869条，规范设置建筑工地围挡7300
余米，拆除违法建筑物 2700 多平方
米，合理划定6132个泊车位。强化人
居环境治理，县城78个小区均成立业
主委员会，完成9个老旧小区提升改
造，26个棚户区实现货币化安置。

如何让剑川县城展现出生态优
美、功能完善、特色鲜明、宜居宜业的

“白族原乡·书香古镇”景象? 剑川县
委、县政府以实际行动交出了满意的
答卷。

高位推动，统筹推进美丽县城建
设。成立以县委书记、县长任双组长的
美丽县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出
台《剑川县打造云南美丽县城实施方
案》，将任务细化量化到相关部门。组
建剑川古城保护提升指挥部、西湖公
园建设项目指挥部、白族原乡民族风
情主题街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剑川县
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剑川县
提升城乡人居环境领导小组和剑川古
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领导小组，
将人员、项目、资金进行整合，统筹推
进县城建设。

精准规划，高效推进美丽县城建
设。突出规划的统筹和引领作用，加强
各类规划之间的协调联动，形成“一张
蓝图干到底”的规划管理机制。高起
点、高标准完成县城“多规合一”“总
规”“控规”及城市形象设计，高质量编
制《剑川县美丽县城建设实施方案
（2019-2021）》和《剑川县美丽县城建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在规划编制
时，强化“由近及远”的规划引领，“由
大至小”的格局保护，“从上到下”的形
象整治，“自外向内”的文化传承。重点
做好点、线、面三个方面的规划设计。
一是用好靠山面湖的独特优势，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要素，充分
彰显优美的山水格局。二是依托千年
古城的历史风貌，精准确定建筑的高
度、体量、形态、色彩和材料等要素，画
好剑川古城的天际线。三是利用厚重
的文化底蕴，打造入城口、城郊接合
部、农贸市场、实体书店、居民庭院等
重要节点。

项目引领，有力推进美丽县城建
设。聚焦考核指标，坚持打牢基础与提
质增效相结合，总投资7.1亿元推进落
实 30 个项目。一是坚决做到干净卫
生。建成县城生活垃圾中转站和垃圾
处理厂各1座；建成智慧公厕5座，A
级公厕4座；新建一个标准化农贸市

场；增设洒水车、清洗车等机械化环卫
设备；加快推进道路基础设施改造提
升和污水管网建设项目。二是千方百
计做到宜居。建成1个历史文化博物
馆、3个县城综合公园和5个应急避难
场所。实施道路及基础设施建设（改
造）项目，县城“7纵7横”交通网络逐
步形成；启动“美丽县城”停车场建设
项目，新建12个智慧化停车场；有序
推进县城标准化城区中学建设。同时，
评选美丽家居庭院60家、园林式单位
30个、园林式小区2个。三是努力彰显
特色。完成重点文物、古旧建筑、名人
故居修复；实施主要街道风貌整治；鼓
励和支持特色客栈、民宿建设；稳步推
进古城南城门恢复重建、消防系统提
升改造、强电入地和白族原乡民族风
情主题街区项目建设。四是尽快补上
智慧短板。完成“一部手机游云南”建
设，推进“一部手机办事通”；实施剑川
数字古城建设，完成古城1平方公里
的整体三维实景模型，完成16处历史
建筑数字化建档工作；引入云美集团
完成新建城北农贸市场数字化管理系
统建设；县城实现4G网络全覆盖，新
开通1个5G点位；主要公共场所实现
免费WiFi全覆盖。

文化增色，全面推进美丽县城建
设。坚持特色风貌塑造与文脉传承相统
一，紧扣剑川古城古建筑群、重点文物、
名人故居、特色民居、园林庭院等历史
文化资源，实施古城东门街、西门街、南
门街、早街、北门外街、文照街、西门外
街等古街道外立面风貌改造；完成剑阳
楼、历史文化博物馆、报国寺、景风公园
古建筑群、西门街古建筑群等重点文物
和赵藩、周钟岳、张伯简等文化名人故
居修复，强化古建筑、古院落的活化利
用。启动古城门楼和部分古城墙恢复。
充分挖掘剑川古城的民族文化内涵，传
承好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美
食文化、节庆文化、楹联文化等特色文
化。积极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全面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县城文明
程度，使古城保护工作开启了居民自
觉、政策互动、保护与利用持续发展的
新模式。

打造美丽县城：
“白族原乡·书香古镇”闪亮展现

创建文明城市：
上下一盘棋齐心协力全域画好同心圆

坚持以文润城：
着力打造人民满意的文明城市

20222022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

剑川县白族原乡民族风情主题街区剑川县白族原乡民族风情主题街区

““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 共创文明城共创文明城””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志愿服务总队开展文化艺术服务活动志愿服务总队开展文化艺术服务活动

““44··2323””世界读书日在沙溪先锋书局开展读书分享活动世界读书日在沙溪先锋书局开展读书分享活动

书香大理书香大理··文化剑川读书节活动文化剑川读书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