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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突出需求导向  健全长效机制 
持续推进高水平文明城市建设 

 

今年以来，连云港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中央文明办和省文明办工作要求，聚

焦文明城市创建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聚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融合发展，突出群众需求导向，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持续提升

创建水平，巩固创建成效。 

坚持高位推动，优化机制精准发力。围绕各级党委政府重

视程度、创建投入程度、市民满意程度，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指挥部办公室紧扣市委常委会工作要点、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具体要求，持续深化市领导挂钩联系重点区

域和主要道路制度，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专题调研、定期研

究文明城市创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专项工作，其他市领导

按照联系区域、分管条线、挂钩联系点专项推进创建工作 11 人

次，推动工作落实。市创文办强化考核机制建设，将精神文明

建设、社会文明程度、乡风文明指数等指标纳入市高质量发展

考核实施方案、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推动各县区板块、职

能部门的创建工作走深走实。对标群众需求，总结各类相关舆

情和群众反馈的意见建议，适度调整优化部分创建指标，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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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提示 2 期，采取上门提醒的方式对接城管、住建、公安等 5

个部门，确保创建工作平稳有序。 

坚持沉到一线，突出创建为民惠民。围绕居民小区、农贸

市场等群众生产生活的集聚区域，紧扣市民关心的物业管理、

安全保障等重点创建内容开展专项行动，引导各级文明单位与

170 个结对社区常态开展“清洁家园”等联动共建项目，新建文

明实践点 100 余个，扩大便民利民的文明实践服务圈。同步开

展“社会文明程度调查”入户问需活动，覆盖群众 1.2 万人次，

动员市民支持、参与创建工作。转变测评方式，充分结合城市

更新、环境优化、秩序整治等城市建设管理工作，会同职能部

门开展重点区域、重点问题日常巡查、现场会办，形成专题通

报 16 期，组织问题整改回头看 5 次，切实把工作落实在一线，

问题解决在一线，成效体现在一线，推动创建工作抓在平常。 

坚持一体推进，融合城乡创建工作。围绕城乡精神文明建

设融合发展的要求，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市、县（区）

联动，分级分类推进村镇创建工作开展。强化对 208 个省级以

上文明单位与 200 个乡村振兴重点帮促村“城乡结对、文明共

建”工作的服务和指导，持续推进“治理高额彩礼、减轻人情

负担、推进移风易俗”行动实施方案的落实，推动形成文明乡

风。充分衔接乡村振兴工作目标要求，加强对县域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的指导，着力夯实县域创建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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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坚持常态长效  推进融合创建 

不断提高社会现代文明程度 
 

今年以来，盐城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

神文明创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省宣传部长会议、文明办

主任会议部署要求，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

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城乡一体、常态长效，全面提升全国文明城

市的时代内涵和精神风貌。 

优化推进机制，持续提升创建效能。坚持高位推动文明城

市创建。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深入一线调研指导，对老旧小

区、农贸市场、文明交通等重点难点提出要求，其他市领导也

定期到挂钩联系街道督查工作、解决难题。市人大制定出台《物

业管理条例》《养犬管理条例》等，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

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水平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主要领导都

把文明创建作为“一把手”工程，亲自组织推进。从市级机关

单位抽调20多名精干人员充实市创建工作专班，强化统筹协调、

培训指导、督促检查，推动市县、部门、条块联动创建。 

开展专项整治，持续巩固创建成果。聚焦生活小区管理、

农贸市场环境、文明安全出行等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题，精心组织开展文明城市创建“2+12”专项行动，每月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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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开展 1—2 个专项整治行动。结合大调研活动，组建 40 人

工作专班深入社区小区开展文明创建问题征集和满意度调查，

收集群众诉求和建议1600余条，逐一梳理并制定相关解决方案。

联合“12345”热线和盐阜大众报、市广电总台、市公安局等平

台资源，常态化开展“文明随手拍”“文明曝光台”活动，收

集群众反馈问题 1.8 万多个，整改率超 98%。 

广泛发动参与，持续夯实创建基础。加强道德典型宣传培

育，引导市民见贤思齐。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提档升级，

开展各类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5.29 万场，参与群众达 317 万

余人次。开展“中国盐城国际湿地舞台艺术展”“淮剧进商圈”

“盐风海韵”小剧场艺术季等文化惠民活动 1800 余场次，组织

城市文明观察团开展文明巡访、宣讲等活动 200 余场次，让更

多的市民群众充分认识、积极支持、主动参与文明创建工作。 

 

 

宿迁市：市县一体  城乡同频 
全力争创苏北首个“全国文明城市群” 

 

今年以来，宿迁市以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群”为统揽，系

统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在推动城乡面貌持续提升、民

生福祉持续改善、文明风尚持续培育上不断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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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高位推动，持续优化创建工作机制。坚持不等、不靠、

不观望，将文明创建纳入市委市政府中心任务和民生实事项目

重点推进。进一步优化市领导调研推动、市委常委会审议研究、

市级领导班子成员挂钩指导、机关单位结对共建等机制。加大

市、县（区）、乡镇（街道）、村居（社区）四级人、财、物

等全要素投入，市长效办人员常态保持 20 人以上，县区创建办

（长效办）人员保持不少于 15 人，全力保障创建需要的资源。 

攻坚重点难点，推动市区创建常态长效。推进文明城市“八

大示范创建行动”，实施 100 个重点事项、100 项创建活动“双

百”示范创建项目，扎实推动市容市貌提优、设施管护提标、

秩序管理提质。健全“日督导、月通报、半年测评、年奖惩”

制度，上半年市长效办通报交办整改问题 9839 件，按时办结率、

群众满意度分别为 96.87%、99.25%。整合宿迁城市门户 APP“宿

心办”，通过文明随手拍、文明我践行等方式，全面发动群众

主动查找、共同解决创建问题。 

强化督促指导，提升县域创建工作质效。锚定“全国文明

城市群”目标，聚焦县域创建重难点，指导三县建好标准、点

位、问题、责任“四张清单”，突出公益广告、环境卫生、公

共秩序、公共设施、文明行为、实践活动、品牌打造“七大重

点”，统筹领导、部门、基层、社会组织、群众和自身“六方

力量”。市县协同开展双月现场专题观摩督导，上半年先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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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县居民小区、农贸（集贸、批发）市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进行实地调研督导，并及时通报反馈，打造市县创建共同体。 

聚焦主责主业，夯实创建工作基层基础。开展 2020—2022

年度宿迁市文明单位、村镇、社区、校园评选，全市县级以上

文明乡镇占比 98.81%、文明村 75.55%。组织 132 个市级机关和

428 个市级以上文明单位压茬推进“城乡结对 文明共建”活动，

全面助力文明创建。以文明实践统筹精神文明建设各类活动，

深化“文明实践四季行”品牌，接续实施市级示范所、站建设

工程，将每月第一个周六作为全市“文明实践集中活动日”，

上半年开展学雷锋志愿活动月、我们的节日、“不办升学宴 文

明毕业季”等主题活动 2.3 万场次。 

 

 

泰兴市：着力推进创建为民靠民惠民育民 
 

今年以来，泰兴市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和考察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按

照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相关工作部署，以务实举措争创全国

文明城市。 

坚持高位引领，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成立由书记、市长任

双总指挥的创建指挥部，全面加强领导，谋划推动工作，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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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全国文明城市”写进党代会、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年度重点

工作，将创建大会作为新春第一会召开，高位部署创建工作。

抽调 34 人组建综合组、督查组、网申组等工作专班。印发重点

工作分工方案和任务清单，定任务、定责任、定目标、定进度，

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讨论修订文

明城市创建长效管理办法，将文明城市创建纳入“城建惠民”

治理类项目，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充分保障。 

落实“四全”要求，助推创建提质升级。全面推动整体提

质。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龙头工程，统筹推进“五大创建”，

有机融入发展大局、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全员凝聚强大合

力。市领导带头挂钩联系 17 个乡镇街道、25 个社区小区，帮助

解决重点难点问题；60 个部门单位与 98 个居民小区结对共建，

认领打造 86 处文明角；市民寻访团深入街头巷尾，应用“佤的

泰兴”智慧创建平台及时曝光薄弱环节，助力创建工作落到末

端。全域促进优质均衡。紧盯城市主阵地，聚焦与民生密切相

关的点位和事项，推动集中整治和长效管理相结合。更大力度

推进创建惠民大走访等重点工作，补齐短板，推动全域创建。

全时注重常态长效。完善杆线管理办法、公益广告溯源管理等

配套制度，常态开展交通秩序、不文明养犬、农贸市场经营秩

序等专项整治，持续放大创建成果。 

实施民生工程，重塑城市创建形象。加快推进城市更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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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扎实开展老城更新改造、背街小巷整治，不断提升城市宜

居度。实施 23 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约 54.6 万平方米，惠

及居民约 4038 户。针对已改造的 50 个老旧小区，实施杆线下

地工程，对 84 个居民小区和周边背街小巷，开展杆线、箱体集

中整治。在基础改造的同时，实施停车位改造，无障碍设施增

设等提标工程，并增设宣传栏，积极打造文明楼道。 

注重成风化俗，引领社会文明风尚。创新开展“美家美户”

文明家庭评选活动，压茬推进寻“美”、选“美”、亮“美”、

秀“美”四个环节，举办有仪式感的文明家庭表彰活动 326 场，

逐级推选文明示范家庭 2098 户。升级打造村规民约实践基地，

成立 350 支“泰风尚”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常态开展移风易

俗志愿服务活动。创新开展“大家事·佤来议”“你有难·佤

来帮”“泰有爱·佤来评”“泰文明·佤来做”主题实践活动，

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道德引领和力量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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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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