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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周调度

立稳解题风向标

针对合力不够的老问题，州文
明委对照定工作内容、定工作目标、
定工作思路、定责任人员、定完成时
限的“五定”工作思路，出台《黔东南
州“文明在行动·满意在贵州”活动
提质升位工作方案》及常态化管理

机制，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相关重
点难题实行周调度，及时掌握新情
况，研究解决新问题，切实提高群众
反映问题及督查发现问题的处置
率、办结率、解决率和满意率，建立
起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今年上半年，共召开全州专项工作
调度会 12 次，研究解决文明交通、
测评指标评价、城镇精致管理、乡村
庭院建设、州市共创文明城市等重

要事项十余件。

用好月清单

牵住考评牛鼻子

围绕目标不明、方向不清的问题，
州文明委牵住考评体系和标准的牛鼻
子，根据阶段工作重点，每月向县(市)
和州直部门派发工作提示清单，安排
重点任务，及时调整进度，强化督导联
动。月底汇总清单内容，提炼经验做
法，梳理形成每月工作动态。每月清单
有部署、任务清、思路明，既让成员单
位开展工作有章可循，也为督查指导
提供工作大纲，更为下一步工作提供
了重要参考。

用好季考评

念实责任紧箍咒

针对落实不力的问题，州文明委
按照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硬要求、硬
措施、硬考核”要求，以季考评为抓
手，建立每季度开展一次集中督导、
召开一次推进会议、进行一次工作小
结的“三个一”工作制度，推动各项任
务高效率推动、高质量完成，持续压
紧压实主体责任。每季度，黔东南州
精神文明办联合州直部门组成专项
工作督查组，深入各县（市）开展明察
暗访，督查发现问题，严格实施考评；
在工作推进会上派发每季督查通报，

并通过 PPT或视频形式通报存在的
问题，持续传导压力，在全州范围内
树起监督的尺子，打响问责的板子，
扎实推动“文明在行动·满意在贵州”
活动有序开展。今年以来，已召开全
州 2022 年文明委会议暨“文明在行
动·满意在贵州”活动推进会3次，列
入督办问题台账265条，已立行立改
210条。

推行系列常态化管理机制后，黔
东南州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强化组织领
导，注重常态长效，创新工作方法，持
续深化行之顺心、住之安心、食之放
心、娱之开心、购之称心、游之舒心的

“六心行动”，着力打造优美环境、优良
秩序、优质服务的锦绣黔东南。

近年来，新疆阜康市上下群策群
力、担当实干，迈开追求城市外在美
与内在美有机融合的铿锵步伐；补齐
短板，打牢民生幸福的里子；优化机
制，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子，润物细无
声，文明情怀正改变着一座城。

文 明 是一种落实之力

城市发展得好不好，不仅要看高
处，也要看低处；不仅看亮处，也要看
暗处；不仅看大处，也要看小处。

这些年，阜康市把文明创建作为
激发内生动力的有力推手，先后拿到
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自治
区文明城市等多项荣誉。

阜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俊丽说，
创建文明城市都是从解决一件件小事
开始的，比如义剪。街道、社区组织志愿
者进小区、进家庭，免费为老人、孩子服
务，得到的不仅仅是感谢，还有对创建
文明城市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阜康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日
新月异的变化，吸引着在外游子纷纷
回乡投入家乡的建设中。毕业于新疆
师范大学的“90后”研究生崔雪娇，
有感于家乡越来越好，毅然离开大城
市，返乡在社区服务窗口工作。看到
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了新生活，有医
保、低保等社会保障，幸福写在脸上，

她更加庆幸选择的正确。
今年是新一轮创建周期的关键

一年。阜康市划片作战，确保每个片
区都“问题有人发现、整改有人实施、
事后有人评估”。对一些交叉共管工
作，明确划定牵头部门、责任部门、协
同部门，杜绝部门之间“踢皮球”。

在空中飞线整治专项行动中，集
中清理“空中蜘蛛网”，通过收集问
题-人员分工-开推进会-与运营商
和电力部门对接整改的程序，对居民
小区的线缆进行入地、捆扎、穿管、清
除、扣盒、拆除、更新处理。

文 明 是一种奉献之暖

钱俊莉是一名幼儿教师。“爱孩
子”是家长们对她的一致评价。7月24
日，她利用休息时间到畅岁园社区做
亲子讲座。出门时，她穿上了红马甲。

在阜康，“红马甲”已经成为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全市有志愿者2万余
人，今年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时长
29.4万小时。

钱俊莉说，做亲子讲座，台下的
家长们都很尊重讲台上的老师，但是
一开始上门做宣传发传单时，“可不
是每个人都理解”。不过，她很快调整
了心态。“随着做志愿服务的次数多
了，排斥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居民都

很欢迎我们。”她说。
阜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责

人说，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志
愿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这些志
愿者的作用不仅是上街宣传创建文明
城市的意义、倡导文明行为、劝导不文
明交通行为，更重要的是传递一种“人
人奉献，社会美好”的理念。

爱心在流淌中汇聚起各方面力
量。九运街镇五运中心村的索艳上学
遇到困难，志愿者们纷纷解囊相助，
筹集了21257元帮助她完成学业。高
考成绩揭晓后，新疆油田公司等一批
爱心企业站了出来，开展助学活动。

正是目睹了志愿者的热情服务，
34 岁的佘晓燕加入到了志愿者行
列，参与发放模拟问卷调查表等工
作。“以前害羞不敢在人多的地方说
话，自从参加了志愿服务，我爱人说
我现在变了个样儿。”佘晓燕落落大
方地说。

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与
市民沟通互动，形成了良好的创建氛
围。创建为民、创建利民、创建惠民已
成为更多人的共识。

文 明 是一种和谐之美

清晨的马路上车来车往，随着交
通指示灯变换，车流、行人仿佛默契

地演奏着一首美妙的乐曲。交警感
叹，繁忙而有序的清晨多么美！

关于秩序之变，阜康市交警大队
副队长杨帆很有发言权——他一入
警就在街头指挥交通，至今仍在上下
学高峰期带队上岗。

“阜康不大，到处是熟人。”他说，
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开始后，交通设施
不断完善，硬件上来了，但是人的意
识不是一下子就能跟上来，“闯了红
灯，人家呵呵一笑，这时我们要处理，
笑脸就变成了怒容。”

不管不行，管不高兴，怎么办？杨
帆和同事们想出了两个“高招”：一是

“换位”，让闯红灯的行人或电动车驾
驶员观看5分钟交通警示教育片，让
大家就理解好交通秩序不能只靠交
警；二是“小手拉大手”，因为很多违
章的市民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孩子
一说“妈妈爸爸你不对”，家长就不好
意思了。

在杨帆看来，秩序之美来自对规
则的尊重，是自我约束和爱护他人的
统一，展现着一个地区人们的精神面
貌。阜康的美在景更在人。

阜康市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
还推出“有一种境界叫天池，有一种
生活叫阜康 ”的文化品牌，倡导文明
的生产生活生态模式，进一步形成

“物阜民康”的吸引力、影响力。

初秋时节，走进甘肃省崇信县黄花
乡黄花塬村，微风徐徐、鸟鸣啾啾、满目
青翠，三位小英雄纪念馆，富有民俗文化
特色的窑洞，童趣浓郁的儿童乐园……
都吸引着人流连忘返。

历史上的黄花塬村，因一棵古老的
娑罗树而闻名，20世纪 60年代，李万
宝、陈东惠、李拴锁三位小英雄从洪水
中夺回96只生产队的羊的感人事迹更
让黄花塬村声名远播。“黄花乡依托红
色文化、乡村民俗文化等丰富的元素，
设置景观节点20余处，推动全乡生态旅
游、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走出了旅游
开发带动群众致富的新路子。”黄花乡
人大主席刘旭东介绍说。

在牡丹庭院农家乐，“90后”老板李
灵新满脸笑容地说：“现在村上环境越
来越好，办的农家乐每月有不少收入。”
曾在外地饭店打工的他，听说家乡旅游
业发展得风生水起，毅然返乡创业，自
己当起了老板。

离开黄花塬村，沿公路驱车西行30
公里，来到崇信县新窑镇后河沟村，这里
处处是看不到边的绿色，山清水秀、植物
繁茂，俨然一个天然氧吧。

“这是一个清凉解暑的好地方，在
城里是感受不到的。带着孩子们体验了
捕鱼戏水的乐趣，很爽快。”游客陈小军
开心地说。

入暑以来，新窑镇后河沟日均接待游
客800多人，游人在这里探寻“唐风槐荫·
森林秘境”，体验“摸鱼”、真人CS的快乐。

“以前‘悄无声息’的小村庄，如今
游客纷至沓来，客人们喜欢的就是这里
的风土人情和凉爽适宜的气候。”新窑
镇新窑村党支部书记王润莲谈起村上
的变化无比自豪地说道。

文旅融合、农旅融合使村庄变景区、风
景变“钱景”，村民们过上了生态美、产业
兴、生活富的幸福生活，这一切离不开崇信
县委、县政府的倾心投入和规划引领。

崇信，自然风光秀丽、文化底蕴深厚，
素有“陇上明珠小江南”之称。近年来，崇
信县依托龙泉寺、汭河湾、大槐树、大关山
资源禀赋，把文旅康养产业作为推动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产业精心培育，围
绕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基本要素，大
力实施文旅康养重点项目，全力开发旅游
市场，全县文旅康养产业的竞争力和带动
性不断增强，综合效益显著提升。

同时结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力
发展乡村游、周边游，建成了平头沟村、
梁坡村、西刘村3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
村，赵湾村、黄寨村、木家坡、黄花塬、后
河沟等10个乡村旅游示范点，有力促进
了全县文旅康养产业蓬勃发展。

“吃完水果的小朋
友，可以到这边玩玩具、
看绘本了!”8月18日上
午，在安徽省宣城市宣
州区玉山社区托育点，5
个3岁以下的幼儿在老
师的带领下，陆续坐到
软垫上玩耍、看绘本。

这 是 宣 城 市 首 家
普惠托育服务试点机
构——宣城市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红黄蓝托育园
开办的首个社区普惠托
育分点，位于玉山社区
居委会的二楼，今年7月
进入试运营阶段。

这家普惠托育点能
够开进社区，和社区的
主动对接分不开。玉山
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关堂
成介绍说，为了帮助居
民解决婴幼儿托育难
题，他们主动与市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红黄蓝托
育园联系，希望能将托
育点开到社区来。

托育点目前已为15个家庭解决
托育难题。“我们是双职工家庭，送到
社区里的托育点，很放心!”居民杨胜
说，送托1个多月，2岁多的儿子交到
了新朋友，学会了新游戏，也养成了很
多好习惯。

在宣城市，越来越多的托育园正
在加速建成。做好3岁以下婴幼儿的
托育服务，是宣城市今年的民生实事
之一，也是“暖民心”十大行动之一。据
近日宣城市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
展科发布的消息，在多方力量推进下，
今年以来，全市普惠性托育机构发展
势头较快。截至7月底，宣城市新增托
位958个，超出省定任务158个，完成
率119.8%。宣城市卫健委人口监测与
家庭发展科统计发现，今年1月至7月
底，全市新建托育机构5家，而到8月
中旬，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11家。

除了新增托育园外，宣城市还支
持用人单位、社会组织、医院、个人等
各类主体兴办普惠托育机构，鼓励有
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3岁以
下婴幼儿。

目前，宣城全市总托位11250个。
全市140所幼儿园开设托班，提供托
位5731个。

宣城市将确保每年创建2-3个市
级示范性托育机构，每个县市区每年
创建不低于1个普惠性托育机构。根
据规划，到2025年，全市总托位数达
12792个，千人口托位数5.12个，婴幼
儿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本报讯（芦蕊刘丹）近日，山西省
太原市杏花岭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中共太原市杏花岭区委宣传部、
杏花岭区“最美时代新人联盟”在中
涧河镇李家山村共同组织开展了“喜
迎二十大 文明实践进乡村”活动。

在“时代新人”“农民科技专家”
聂利胜的引导下大家走进“最美时代

新人联盟”实践种植基地。聂利胜简
单讲解了应季胡萝卜的特点，并现场
开沟、撒种、覆土，教授应季胡萝卜的
种植方法。参与活动的志愿者和少先
队员们都展现出了极大的劳动热情，
积极学习种植胡萝卜。

“走进农田亲手种植，不仅让我们
学习了解种植的方法和步骤，同时也

能感受到劳动的辛苦，我们以后更要
珍惜粮食。”参加活动的少先队员说。

接着，志愿者帮助村民们理发、
磨刀，为孤寡老人整理家务。

在李家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太原市“时代新人”马亮星为大家作
了关于学习《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
史》的宣讲，太原市“最美时代新人”、

白杨树社区党支部委员尹世栋作了
题为“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的宣讲。

随后的知识竞赛环节把活动推
向高潮。大家积极参与竞答、充分交
流讨论、畅谈心得感悟，纷纷表示这
样的活动接地气、聚人气，有很好的
教育宣传作用。

宜君县紧扣“五字诀”
强化衔接资金项目
管理巩固脱贫成果

本报讯（田亚南）今年以来，陕西
省宜君县坚持以资金管理为重点，按
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经
营高效，帮扶精准、监督到位的原则，
念好锁、准、实、快、严“五字诀”，确保
扶贫项目资产保值增值、稳定良性运
转、持续发挥效益，为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开好
局、起好步。

“锁”定投向精准目标，推进衔接
资金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优
先投向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项目、
优势产业基地配套设施建设以及补齐
必要基础设施短板项目，着力解决脱
贫户产业增收和就业增收问题。项目
储备立足“准”，按照巩固成果、补齐短
板、促进振兴的思路，在项目谋划方面
建立村申报、镇审核、县审定三级联动
机制，项目入库论证时把好民意关、专
业关、审查关。项目建设把关强调

“实”，强化项目建设全过程、全流程、
全周期推进管理，重点把好项目审批
论证充分、项目实施落地迅速、项目调
度推进及时三个关键。项目报账关注

“快”，强化衔接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及
时到位，落实资金分配程序清单、资金
拨付流程清单、资金报账清单、工作时
限清单“四张清单”管理法。项目验收
突出“严”，建立验收管护机制，规范项
目验收程序、验收标准、验收队伍、验
收资料收集和管护机制，确保项目达
产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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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抓好“文明在行动·满意在贵州”活动，黔东南州——

奏响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新乐章
潘胜鹏

新疆阜康：以文明之美塑城市之魂
张晶

今年以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将“文明在行动·满意在贵州”活

动作为全州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总抓手，通过推行周调度、月清单、季考评的常

态化管理三部曲，逐步形成指挥有力、环环相扣、运转高效的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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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太原市杏花岭区开展“喜迎二十大文明实践进乡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