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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坚持守正创新  聚力提质增效 
努力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文明城市 

 

今年以来，南京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

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努力巩固深化创建成果，

不断提高社会现代文明程度。 

坚持高位推动，持续完善常态长效的创建机制。市委、市

政府始终把文明城市创建作为重点工作、“龙头”工程来抓，

纳入全市重要议事日程、市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市委常委会专

题讨论，主要领导召开全市会议部署。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先后17次到老旧小区、农贸市场等创建一线调度指导，

推动各级服务群众、凝聚群众、调动群众、团结群众，切实把

创建抓紧抓实。各板块、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挺在创建最前线，

形成各级“一把手”直接指挥调度、常态“四不两直”的良好

局面。 

紧扣难点重点，不断强化利民惠民的创建理念。围绕群众

关注度高的环境卫生、农贸市场、文明交通等创建项目以及关

系民生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项督查，发现问题 21 万个，板块

和部门联动、举一反三，整改率 100%。以党建为引领，开展城

市物业提升行动，出新老小区 72 个，发现问题 4300 余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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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立查即改。推进全市垃圾整治工作，以铁路、高速沿线以及

周边为重点，累计整治建筑垃圾等各类问题近 2000 个。开展以

电动自行车为重点的交通秩序专项整治月活动，发现并整改逆

行、闯红灯等问题 15 万个。因地制宜打造公益小剧场、梅花戏

剧角、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建成群众家门口的“小微文化空间”

320 余个，让全民共享“文化红利”。 

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升文明城市创建能力和水平。用好

“雪亮工程”和“一网统管”视频平台，远程抓取交通路口、

老旧小区等环境卫生、交通秩序问题近万个；通过“南京发布”

“听语＋”等平台，累计搜集与创建相关的建议 1.1 万余条，已

全部有效落实。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提档升级农贸市场 53 个，

实现信息公示、产品溯源、电子支付一体化等智慧化管理。新

增 6000 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泊位共享开放，给市民

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和变化。 

 
 

苏州市：聚焦聚力惠民利民 
高质量推进文明城市建设 

 

今年以来，面对文明城市创建的新情况新要求，苏州市进

一步提高站位、坚定信心，进一步明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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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引领、实践示范、共建共享、久久为功的要求，持续推动

文明城市创建迈上新台阶。 

坚持以主题实践活动营造群众参与氛围。改变以往检查、

督查、通报的单一单向工作模式，以“文明润万家 苏州更美好”

主题实践活动为抓手，实施了户外公益广告提升、主次干道管

理提升等九大专项行动，通过项目带动，引导部门共同发力、

群众广泛参与。例如，为了应对垃圾烟头动态管理难题，我们

推出了“烟头不落地·你点我设”活动，由市民群众直接对灭

烟柱点位设置提出建议，让老百姓在文明创建中“唱主角”；

为了提升城市公益广告的整体品质，我们在去年举办“金桂奖”

公益广告大赛基础上，对一批公益广告进行了更新提升，同时

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公益广告清理整治提升工作的通知》，

共清理老旧、破损、过时等各类公益广告 83692 幅（张）。特

别是这次总书记考察前，我们对公益广告进行了新一轮提升，

减量与提质并重，减掉了一批低质公益广告，取得了很好效果。 

坚持以行业新时代文明实践强化示范引领。在动员住建、

交通等 16 个市级行业部门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的基础

上，推出一批跨行业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市卫健委联合市

住建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推出了“物业+急救”、困难军人家

庭“助医行”项目；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公交集团、轨交集团、

交投集团成立跨行业文明实践联盟，把文明实践触角延伸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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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车、物流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中，打造了“司机之家”“暖

蜂驿站”等特色文明实践点，使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在行业部

门落地生根。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指导下，各行业部

门开发了专业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课程 300 余项，按需配送至全

市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3 月 5 日，市文明办组织

各行业分中心及市级以上文明单位开展了行业文明实践项目交

流暨结对共建活动，推出 100 项行业文明实践重点项目与文明

实践所、站结对共建。市园林绿化局与所在街道结对开展“花

润万家”实践项目，美化居民小区公共绿地及楼道阳台；市城

管局与所在社区结对“净美古城 乐游姑苏”项目，让游客感受

“苏式生活”之美。据统计，上半年每月完成行业部门与板块

供需对接 400 余项，新增行业场地资源 526 处，行业实践项目

3198 个，专业志愿服务团队 1150 支。 

坚持以重点项目带动面上工作突破。文明城市建设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聚焦与群众生活最密切相关的领域和项

目，从群众身边做起，才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今年以来，我们聚焦文明楼道建设、农贸市场及周边提升、消

极空间利用等重点工作项目，在深化细化上抓推进。在文明楼

道建设方面，组织各地分层分类对楼道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对

近 20 万个楼道建库立册。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围绕基础设施、

公益宣传等方面制定了“六个一”标准，通过文明实践进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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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动、统一设置“家门口的便民信息栏”等手段有效解决

各类楼道顽疾。4 月份，召开全市深化文明楼道建设现场推进会，

首批打造完成文明楼道 20535 个，同时鼓励有基础的地区按照

5%比例打造文明示范楼道，通过示范样本，真正以“小楼道”

带动“大文明”。在农贸市场及周边提升方面，下大力气落实

《苏州市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三年行动方案》，连续 5 轮开展了

农贸市场及周边专项督查提升，联合市场监管局等推进文明菜

场评选，持续擦亮城市文明窗口。在闲置空间有效利用方面，

联合城管、属地梳理盘活高架桥下、河岸沿线等“边角空间”

资源，做到颜值提升与功能拓展并重，累计启动毗邻区域、闲

置空间整治提升 96 处，打造老百姓“家门口好去处”。 

 

 

常州市：坚守创建初心  持续内涵提升 
 

今年以来，常州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中

央文明办和省文明委工作部署，以长效机制的健全巩固创建成

果，以为民实事的落地彰显创建温度，以城乡融合的探索拓展

创建格局，推动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人民更满意的文明

城市。 

强化体制机制，推动“创建”与“建设”同步深化。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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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把深化文明城市创建纳入深改委重点任务和高质量发展

考核体系；市文明委组织架构升级，书记和市长兼任主任；市

纪委监委将文明城市创建纳入“清风护航高质量发展五大行

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每季度暗访督查；文明城市创建“三

标融合”季度测评优化，测评范围走向无样本化、方式实现无

感化。 

聚焦主责主业，推动“硬件”与“软件”同步提升。打造

“常有榜样”品牌，编印《常有榜样——道德讲堂之身边好人》；

锻造“季子故里、守信如常”品牌，紧盯 11 个领域深入开展诚

信缺失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成立家庭教育研究院，承办全国中

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区座谈会，在全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工

作培训班上作交流发言；启动“百万职工、百万家庭学礼仪”

活动，发布“龙城职业五礼”，举办第十届“一袋牛奶的暴走”

活动，获评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6 个奖项。 

攻坚重点难点，推动“面子”与“里子”同步焕新。6 位市

委市政府分管领导牵头实施 15 项重点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0

个民营集贸市场、98 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127 座农村公厕建

设改造、800 多条背街小巷治理、20000 多个非机动车充电接口

建设等实事工程。组建千人市民文明巡访团，举办第二届书信

大赛，推出第二期文明城市创建“一把手聊文明”，拓展市民

参与渠道，激发市民参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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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基层，推动“街头”与“村头”同步前行。整合

融合资源，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两圈两带”建设，设立首批

423 个文明实践点，开展公益创投大赛、“百名局长、百名专家、

百名文体骨干进所站”等活动；持续提升网络云平台的功能和

运用，实现市、区、镇全天候数据互通，用户超 22 万人，已开

展各类活动 5 万余场；开展文明单位交流展示暨优质服务品牌

表彰活动，推出文明单位积分制动态管理办法，在省级以上文

明村推广积分制，以“小积分”累积大文明。 

 

 

江阴市：聚焦惠民利民  聚力共建共享 
持续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今年以来，江阴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办和省文明办部

署要求，始终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放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高

质量发展总体布局，整体谋划、协同推进，巩固提升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成果。 

突出“网格+网络”联动。强化“一把手”工程，将创建要

素植入市镇村三级 1390 个网格，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责任网格体系。推动“三中心”（融媒体中心、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城运中心）深度融入文明创建，在“最江阴”APP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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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明江阴云平台”，开发实地测评、问卷调查、台账申报

等数据应用模块，打通部门“责任链”、群众“需求链”。依

托全市 267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全澄有

爱”志愿服务日活动，市领导深入挂钩网格推进创建工作，帮

助基层解决创建难题 319 个。联合城运中心构建“数字城市运

行图”，让文明创建和城市精细化管理同部署、同落实。 

突出“民需+民力”联建。通过“12345”便民热线、“城

市啄木鸟”随手拍、“澄”就微心愿志愿服务等平台载体，及

时了解市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力量，发动

1400 多个志愿服务组织近 37 万名志愿者，开展“解民忧、纾民

困”活动。常态推进农贸市场、商贸综合体、农村人居环境等

“七大专项整治”，实施楼道亮化、电梯加装、口袋公园等民

生工程。启动 31 个城市更新单元，新增集中充电桩 11675 个，

打造“超净路”示范路 20 条、“席地而坐”客厅 5 个，提升市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突出“常态+长效”联推。把创建工作纳入市级机关、镇街

园区综合考核指标和高质量发展专项考核，作为各级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考核内容，形成“创建第一责任”的鲜明导向。落

实联席会议、暗访督查、诉求回应、媒体曝光等制度，纪委、

政府办、组织部、创建办开展联合督查，编发通报 29 期，处理

市民投诉 23 起，媒体曝光 25 期，形成问题整改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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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央文明办 

省文明委主任、副主任、委员 

发：各设区市、县（市、区）文明委、文明办，省文明委成员单位 

（苏简字 1004 号  共印 40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