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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推动文明城市创建与“两中心一试点”建设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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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运用数字技术助力文明城市长效管理 



 

 — 2 — 

 

江阴市：推动文明城市创建与 
“两中心一试点”建设有机融合 

 
近年来，江阴市着力推动文明创建工作与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融媒体中心建设和县级集成改革试点工作有机融

合，不断推动创建提质增效。 

一是运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成果，持续涵育市民文

明素养、深植创建根基。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功能作用，

以志愿服务为抓手调动各方力量，以资源整合为重点打造工作

平台，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方式方法，不断提升市民精神风

貌。注重弘扬主旋律。在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中重点打

造“理响江阴”学习驿站，内设宣传展示、阅读体验、互动挑战

和学习分享四大功能区域，创新理论学习新模式，实现知识挑

战双人赛，情景朗诵云上听，答题有礼兑奖品，文明礼仪我先

行等互动活动，颠覆你讲我听的课堂模式、应景灌输的填鸭模

式，增加广大市民群众学习的趣味性，活动的互动性和参与的

积极性，让时代文明新风风行暨阳、深入人心。注重扩大参与

度。拓展集成改革农村三务公开“户户通”模式，开发新时代文

明实践云、有线电视屏、电脑屏、手机屏、展示屏“一云四屏”，

云端开设“我要参与”等文明创建栏目，让广大市民在家中按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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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随时将需求，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反馈给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让中心更有针对性“点单—派单—接单—评单”，精

准服务、满足群众需求。注重汇聚向心力。常态落实每星期六

“全澄有爱”志愿日服务活动，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每周利用

双休日半天时间，自觉深入各自挂钩社区，带头参加社区组织

的问卷调查、专项整治、清洁卫生等志愿服务活动，带动城乡

镇村主要负责人和机关党建结对挂钩部门同步下沉社区网格，

引领 20余万广大市民参与创建、推动创建。 

二是运用融媒体中心中央厨房建设成果，发挥舆论监督作

用、浓厚创建氛围。依托市融媒体中心，发挥市电视台、江阴

日报等主流媒体作用，放大“江阴发布”“文明江阴”“最江阴”微

信公众号等自媒体矩阵影响，坚持正面宣传、便民服务与问题

曝光相结合，发挥舆论媒体监督助力文明城市创建提质增效。

突出正面宣传教育。围绕爱国卫生运动、“十大专项行动”、“八

不”行为规范等内容，发挥立体传播优势，做到统一策划、内

容聚合、联动协作、分工有序，报、台、网、微、端、屏“六

位一体”梯度推送，积极引导市民群众养成讲文明、讲卫生、

讲科学的文明生活方式。提供便民优质服务。将文明创建工作

植入手机“最江阴”APP，整合全市大数据资源，综合布局“媒

体+政务+服务+N”便民模式，创新升级“城市啄木鸟”栏目，及

时收集市民群众关注关切问题，精准对接相关创建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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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发力破解创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实现“一机在手、生活

无忧”，真正做到创建为民惠民利民。加强媒体舆论监督。围

绕创建重难点问题，通过开设“创建进行时 记者在现场”“创建

曝光台”“一帮到底”等专题专栏，采取分类别或逐行业的形式，

每次集中对 3至 4个重点点位不文明现象进行现场曝光，请各

地各部门各单位分管负责人表态答复，提出整改举措、明确整

改时限，倒逼创建难点问题整改。 

三是运用县级集成改革试点网格化治理新成果，有效解决

老大难、推动创建全覆盖。运用县级集成改革试点新成果，坚

持提升基层治理与推进长效创建网格化、全域化、一体化推进，

依托基层治理大网格，纵深推动创建全覆盖。织密全域创建网

格。实现创建治理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将文明创建测评

标准所涉“人、地、物、事、组织”等要素，分市镇村三级纳入

全域 1846 个网格，覆盖 31 个部门、融入 145 项数据信息和

148 项工作事项，确保“天上有云、地上有格、格中有人、人

能管事、管理有序”，实现创建全覆盖。发挥基层骨干作用。建

立“一长五员”制度，将市级创建领导组织与基层治理网格长、

网格员、督察员、信息员、巡查员、联络员等延伸对接、上下

贯通，充分发挥“一长五员”定人、定时、定岗、定责、定管理

标准、定奖惩制度的“六定”管理模式，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宣

传教育群众、反馈社情民意，打通创建惠民利民的“最后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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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用好高效指挥中心。依托市级智慧城市综合管理指挥中心、

镇（街）综合管理服务指挥中心和村（社区）管理服务工作站，

借助市镇村三级联动，102个职能部门横向联结，所有镇（街道）、

村（社区）纵向贯通联动，发挥网格信息汇聚—派分处置—跟

踪监督的高效指挥体系，变被动查为主动防，变被动应付为主

动快速处置，力争“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不出市”，

实现创建管理精准精细、全域联动、多元化参与。 

 

 

丹阳市：运用数字技术助力文明城市长效管理 

 

今年以来，丹阳市为进一步加强文明城市常态长效管理工

作，充分发挥“志愿参与、全民共享”的创城理念，创新思路、

务实举措，启动“线上拍”行动，依托数字平台加大督查力度、

强化长效管理、开展考核评估，积极探索健全长效责任机制、

提高管理效能的创建路径。 

一是依托数字平台加大督查力度。推出文明城市创建数字

平台，对首批 30 余名“啄木鸟督查员”开通了管理权限，志

愿者通过微信端口，对发现的不文明行为或检查扣分点，进行

现场拍照、手机上传、实时交办部门、明确限期整改。平台上

线仅一个月，就发出 889项整改单，整改合格 606项，整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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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率 68.17%，切实做到了第一时间领导重视、第一时间整改

力量介入，使得发现问题与起始整改同步，有效避免了以往整

改一处问题需要通知、确认、查看、整改进行等滞后拖延现象

的出现。责任部门或乡镇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成后，以现场照

片+文字描述的形式上传到系统，督查员则根据整改实情进行

合格结单。同时，为加强督查员的责任意识，系统对每位督查

员的工单数量、督查类别、督查范围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考

核，督促督查员依照测评标准，在所辖范围内不遗漏每一处整

改项，从而加大了督查力度、督查广度、督查深度。 

二是运用数据分析强化长效管理。充分利用文明城市创建

数字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建立整改情况通报机制。每周以“数

字”排序的方式向责任部门、乡镇通报长效管理整改项的完成

情况，对超过期限未整改的责任部门或乡镇予以追责，并利用

数据分析出责任部门或乡镇在“老出问题，出老问题”上的“病

痛”。每半月以市领导现场调度的方式，对“数字”比例大的

整改难点进行现场交办，促进一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通

过建立数据分析共享机制，责任部门、乡镇不仅利用数据可以

查找出长效管理的薄弱点、难点，而且市文明办也能通过数据

共享，对照文明城市测评标准有针对性地进行督导、督促。 

三是结合数值权重开展考核评估。依托文明城市创建数字

平台督查系统功能，对全市不文明现象整改情况进行分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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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设定整改时效、整改率、问题反复情况等考核指标，对每个

单位的重点工作、失分点进行统一考核，设置合理的加权计分

办法，有效解决文明城市长效管理涉及的部门多、任务重、事

项杂、考核难的现实问题。市文明办每月根据责任部门、乡镇

的得分数值，评估长效管理工作情况，并累计计入年终考评项，

在激发部门、乡镇干事动力的同时，也充分调动文明城市长效

管理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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