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编辑：吴燕村

2020年12月3日文明创建B2

昆明市晋宁区中谊村的美丽“蝶变”
张雁群 陆晓旭 朱琴

重庆巫溪
解码大山深处的全国文明城市

李成 冉长军 乔金平 陈永建

安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四新”举措推动渣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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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个网格单位

每个网格有8类人管

早上7点过，文昌巷片区的网格

长陈顺英就出门了，熟悉她的人都

爱称呼她“陈姨”，“有事找陈姨”成

了文昌巷居民们的一个习惯。

其实在巫溪，像陈顺英这样的

网格长有上百人。自启动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以来，巫溪就构建起

权威高效的“决策—执行—监督”体

系，2任书记、3任县长相继担纲“双

组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分片包

干、不定期巡查督导，8名县领导分

别牵头全民创建教育、市民文明素

质提升、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建设等8

个专项行动组，采用扁平管理、“马

路办公”的方式，扫除工作盲区，解

决疑难问题。

巫溪创新“8＋8”的城市网格管

理模式，将县城建成区划分为 120

个网格单元，每个网格责任区域组

织县领导、县级机关或企事业单位

职工、义务督查员等8类人员，落实

群创活动、志愿服务、民生实事等 8

项创建任务，共成立网格党小组114

个，成立居民自治小组 160个，推选

楼长 1137人，形成“大事一起干，好

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自治格局。

8大专项整治

让城市旧貌换新颜

群山环抱的巫溪县城，犹如一

座世外桃源，柏杨河穿城而过，错落

有致的街巷，干净整洁的逍遥广场，

还有热情好客的巫溪人……

出门就逛公园，如今已成为巫

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巫溪县始终

坚持将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放在首位，对 4 个城市公园、9 个

小游园进行提档升级，建成区绿地

率达37.35%，环境更加宜居。

走在巫溪各大农贸市场，没有

以往的脏乱差现象，取而代之的是

干净整洁的环境、整齐划一的摊位。

巫溪县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创建过程

中巫溪扎实开展市容市貌、集贸市

场、交通秩序、建筑工地、五小行业等

8大专项整治。经过整治，城市的颜

值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更强了。

巫溪还着力加强食品安全监

管，全县餐饮单位量化分级管理率

达到100％。严格落实公共场所量化

分级管理、卫生许可、生活饮用水卫

生管理等制度，整治规范“五小店”，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发挥榜样的力量

让城市更有温度

为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巫

溪县以文明创建助力道德高地建设，

隆重表彰道德模范、“感动巫溪十大

人物”，打造“厚德巫溪 文明之城”城

市品牌，建立月月评选“好人榜”、行

行打造“最美人物”、一年一届评选表

彰县级道德模范制度，累计表彰“巫

溪好人”125人，72人获市级道德模

范称号，10人登上“中国好人榜”，全

面展示“巫溪好人”道德风采。

“现在的小区干净整洁多了，大

家的心情也好了许多。”家住泰和小

区的张女士高兴地说。通过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很多老旧小区的面貌

发生了改变，告别了脏乱差，大大改

善了小区的居住环境，提高了群众

幸福指数。

“十二年的创建历程，让我们居

住在了公园里，生活在了风景中，环

境整洁优美的城市形象已成为巫溪

的新名片，我以此为荣。”巫溪创建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巫溪会

坚持不懈，使文明成为常态，让这座

大山深处的全国文明城市绽放出更

加夺目的光彩。

“这些年村子富起来了，环

境也变好了。您对村里的发展

历程是最熟悉的，想听听您对

现任领导班子和人居环境提升

工作的意见。”近日，在云南省

昆 明 市 晋 宁 区 昆 阳 街 道 中 谊

村，村委会主任郑瑞云再次邀

请 73 岁的村民杨立忠到村委会

做客，就村里的发展问题征询

老人的意见。

这也是中谊村刚刚获评 2019

年昆明市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激励示范行政村后，问计于

民的一次行动。

杨立忠在中谊村德高望重，做

过21年村干部。退休之后，他主动

到田间地头打扫卫生、清除垃圾，

力所能及地参与志愿服务已有多

年。虽然已过古稀之年，但是他精

神矍铄、思维清晰，加之基层工作

经验足，自然成了村里最主要的

意见征询对象。

自 2016 年以来，中谊村全方

位筹集整合各级资金近 1000 万

元，投入人居环境建设。中谊村党

总支书记杨乔介绍，针对村里地

势较高，部分村民存在生活用水

困难的问题，村里在山上建设了

提水站；针对村庄用电量增大及

线路老旧问题，村里增加两台变

压器并对老旧线路进行更换；为

提升村庄人居环境，村里积极推

进厕所革命，对老式旱厕进行拆

除重建；村里还建成一体化污水

处理设备，对村庄污水管网进行

改造，确保雨污分流。

如今，这个滇池边的小村子已

获得全国敬老模范村居（社区）、

云南省科普富民示范村、云南省

卫生村、昆明市民主法治村、市级

青年文明村寨、市级先进村（居）

委会等28项全国、省、市荣誉。

村民李华丽说，现在村里漂亮

的楼房越来越多，过去灰头土脸

的中谊村变成了干净整洁的美丽

乡村。

在外打工 6 年的杨贤刚回到

村里，就被眼前的村庄面貌惊艳

到了：家门口那条巷道已经成为

“昆阳街道人居环境提升示范

巷”，以前村里坑洼的道路全都变

成了平坦的水泥路，儿时村里那

条泥泞的机耕路也变成了宽敞的

景观大道，道路两旁种上了樱花，

成了居民、游客争先拍照留念的

“网红打卡点”。

这些年，随着安晋高速、腾俊

国际陆港、环湖南路等一大批重

大项目的开工建设，中谊村也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地群众在

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的带领下，积

极支持项目建设，并采取党总

支+合作社+股民的模式，成立昆

明中谊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利用 400 亩荒山开展苗木种

植。同时，结合市场需求不断调整

经营方向，充分利用本村区位和

资源优势，加强与辖区内企业的

合作，先后成立晋宁建筑工程公

司第十六工程处、中谊建材有限

公司、顺安达汽车综合服务部，经

营范围涉及建筑工程、土石方工

程施工、材料销售、货物运输等行

业，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不断

壮大集体经济，促进村民增收

致富。

“我们村民变股民，每年有分

红，加上土地流转收入和打工的

工资，让我们的日子更好过了。”

村民李玉英说。

为增加易地移民群众收入，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根据易地移

民妇女的就业需求，在移民安置区开设刺绣、蜡染等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扶贫车间，带动

易地移民妇女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图为近日，榕江县卧龙移民安置小区的一位妇女在扶

贫车间内制作手工艺品以及车间内展示的蜡染工艺玩具。 李长华 摄

11 月 6 日晚，在福建省福州市仓

山万达广场，一场关于文明餐饮、拒

绝浪费的有奖趣味问答活动，吸引了

不少来此休闲购物的市民驻足参与。

在这轻松活泼的一问一答之间，福州

市 民 迎 来 了 一 个 专 属 新 节 日 ——

“1106 全民光盘节”。（11 月 24 日《光

明日报》）

自古以来，提醒人们珍惜粮食的

诗词箴言数不胜数。无论是“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还是“精

打细算够半年，遇到荒年不受难”的

民谚，所发出的倡导和劝告都是要人

们勤劳耕耘、节约粮食，这是中华民

族崇尚节俭传统美德的一种体现。诗

词歌赋、俗语民谚，不仅说明粮食来

之不易，而且告诫人们即使现在连年

丰收仍要牢记节约粮食。如此厚重的

传统文化，将勤俭节约的美德融入中

华儿女的血脉，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和

精神传承。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餐饮浪费

现象，不仅仅是个人消费习惯问题，

更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尽管我国

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但仍要念好“节

约经”。特别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未消，更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无论

丰歉，节约粮食都没有“休止符”，粮

食安全这根弦来不得丝毫放松。

治理“舌尖上的浪费”，宣传教育

要走在前。剖析种种浪费行为，背后

总少不了讲排场、摆阔气、攀比炫富

等陋习的影子。开展“光盘行动”，不

仅要把餐桌上的食物利用好，更要进

一步加强宣传教育，把讲究适度、健

康、理性的消费理念深植于人们心

中，唤起全社会的爱粮节粮意识，形

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

治理“舌尖上的浪费”，制度保障

不可或缺。近期，各地纷纷将“引导

健康理性消费”写入《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用制度刚性倒逼厉行节约的

行动自觉，实现了从“要我做”到“我

要做”的转变。由此可见，通过加强

立法、强化监管、建立长效机制来进

行有效引导，治理餐饮浪费才会有源

源不竭的制度动力。

治理“舌尖上的浪费”，践言践行

更为关键。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餐饮企业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

免费提供打包用具、推出“光盘”打

折活动等举措，将“节约”做在前头，

推广简约适度的餐饮理念。消费者也

要更加注重“肚子”而非“面子”，避

免 情 绪 化 消 费 ，量 口 订 餐 、按 需 点

菜，并养成自觉打包、避免浪费的好

习惯。

小小一方餐桌，折射出人们餐饮

习 惯 和 文 明 理 念 的 变 化 。“ 光 盘 行

动”不是一阵风，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从自

身做起，将勤俭节约的意识根植心

田，转化为日常的自觉行动，营造良

好社会风尚，让餐桌上的文明之花更

加绚丽多彩。

马尔康市税务局二支部
开展“三会一课”现场观摩

本报讯（泽娜）近日，国家税务总

局马尔康市税务局二支部“三会一

课”现场观摩会在该局会议室召开，

市委组织部以及市法院党支部、市检

察院党支部等八个党支部到会观摩。

市委组织部观摩指导员评价此

次观摩活动准备充分、主题鲜明、形

式新颖、内容丰富、效果明显，为各党

支部提高“三会一课”的质量、层次和

水平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陕煤黄陵矿业一号煤矿
精煤月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史超 倪小红）日前，陕西

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司一号煤矿调

度室传来喜讯，11月份该矿选煤厂生

产精煤 20.55 万吨，刷新了建矿以来

单月精煤产量纪录。

今年以来，该矿加快选煤厂升级

改造进度，提高设备洗选工效。克服

疫情影响，从优化生产时间入手，超

前谋划、科学施工、细化流程，确保选

煤厂技改按时保质保量完工。建成数

字化安全监控系统、设备运维保障系

统、可视化自动协作移动终端等智能

化改造项目，实现各环节“自动自发”

智能运转、远程集中控制，达到提质

增效保安全的目的。

同时，该矿紧跟市场，从源头控

制、生产环节、末端管理等方面入手，

不断提高商品煤的“含金量”。优化各

项洗选工艺参数，加大煤质检测和技

术检查力度。严格控制原煤灰分及含

矸率，杜绝煤质“超红线”。加强煤流

系统管理，以煤的干湿度为标准开启

各转载点喷雾，多措并举防止污水和

杂物进入漏煤眼、煤仓。优化采煤工

艺，实现煤矸分离，全力确保配焦煤

的发热量始终保持在 5800 大卡以

上，洗精煤加权灰分控制在8%以内，

商品煤质量合格率达100%。

“现在，沿街占

道经营现象不见了，

小区所有角落干干

净净的，我们的生活

环 境 有 了 很 大 改

善！”山东省东营市

东营区辛店街道胜

荣社区居民刘秀华

说。近年来，随着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的

持续开展，东营区根

据实际情况，多措并

举，发动全民积极参

与 ，在 打 造 文 明 城

市、创造优美环境、

提升居民素质等方

面持续发力。

聚 焦 城 市 文 明

顽疾，东营区开展五

项整治行动和七大

专项整治，共整改点

位 5000 余处，持续

破解城市管理难点

痛 点 。推 进 垃 圾 分

类，建成投用垃圾分

类智慧平台，城乡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7%以上；打造美丽宜居社区，全面

清除小区卫生死角，排查修缮破损基

础设施，完善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及消

防、无障碍设施，集中整治乱搭乱建

等问题；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彻底清理“三堆”，“美丽庭

院”创建率达 70%以上；扎实开展路

域综合整治，清除道路两侧垃圾杂

物，拆除破旧广告牌匾、废品收购站，

实现美化、绿化、净化相统一。

为营造全城共创的良好态势，东

营区广泛动员市民参与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东营区选拔市民代表等组成

团队，依托群众视野发现问题、查找

不足，切实增强整改实效；发挥工会、

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联系面广的优

势，开展文明城市创建知识有奖竞

赛、青年奉献文明城、巾帼志愿服务

等特色活动；组织开展“烟头不落地、

城市更美丽”市民清洁志愿服务活

动，8万余名注册志愿者充分贡献力

量、发挥作用，助力志愿服务活动常

态化。在此过程中，东营区坚持油地

共建、城乡共建，建立油地联席会议、

文明单位与村结对共建等制度，实现

了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有效推动全

民创建、全域创建。

东营区还通过实施“创新社会治

理”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广利河截污

纳管工程，建设4处城镇污水处理厂

和23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实施246

个小区单位雨污分流，提升城市精细

化管理水平；以党建引领“红色物

业”，完善提升“党员服务社”，提高社

区治理水平；推进区域治理运行管理

中心、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中

心、政务服务热线一体化运行，建立

常驻单位轮值管理办法，上下联动、

部门协同，打造智慧化、集成化城市

“大脑”，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本报讯（万跃文）乱倒渣土行

为会危害生态环境，且较难管控。

今年以来，浙江省安吉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天子湖执法所以文明城

市创建为契机，从提升规范化水

平入手，创新渣土监管新模式，实

现了渣土治理源头治污、末端执

法、长效管控。

源头治理，开创群防群治、控

源清源的新格局。渣土治理工作

开展以来，该所严格落实建筑渣

土处置核准制度，启动“执法专管

员+工地专管员”双管模式，定期

开展普法宣传，明确法律风险。实

行渣土产生单位一户一档，对工

地渣土处置进行“一对一”监管。

今年以来，共检查各类工地300余

次，普法宣传40余次。

打好组合，创新部门协同、常

态管理的新机制。成立执法所巡

逻小组＋村民自治巡查分队，与

公安、交警、路政等部门成立联合

执法小组，开展24小时巡查，利用

“天眼”系统对外地牌照车辆跟踪

查办，做到路过必查、快速追责，

今年以来，共发现并制止乱倒渣

土行为20余起。

集中整治，传达严管严控、抛

洒必罚的新信号。成立夜间专项

巡查小组，实时更新路面动态，形

成长效管理机制，做到渣土不外

流、路面不留痕，有效净化、美化

城市街面和公路路面。同时积极

开展宣传报道和执法行动，提升

治理威慑力。

规范标准，实现渣土管理、马

路治污新常态。建立健全渣土运

输和处置的长效管理机制，创新

实行“百里监管”跟踪模式，采取

全面巡查、重点盯靠相结合。拓宽

区域投诉举报制度，严厉查处各

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区域建设

扬尘、渣土运输管理规范，持续推

进全县生态文明建设。

“ 您 好 ，请 稍 等 ，现 在 是 红

灯。”11 月 23 日上午，在重庆巫

溪县逍遥广场红绿灯处，身着红

马甲、手持提示牌的文明劝导员

姚世友提醒着过马路的市民，每

一位市民都听从她的劝导自觉

等候绿灯。文明现象在巫溪随处

可见……

11 月 20 日，第六届全国文明

城市名单揭晓，巫溪县成功入围，

也是重庆唯一获此殊荣的县。

2008 年，巫溪正式启动重庆

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2012 年，

巫溪获评重庆市文明县城称号，

2015 年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2017 年，在中央文明委综合测评

中，巫溪与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擦

肩而过；2018 年，巫溪再次踏上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征程……

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的背后，

是 54 万巫溪人 12 年的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