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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服务B4

扮靓帅乡“面子”做实惠民“里子”
——四川省乐至县妙用“加减乘除”法夯实文明城市创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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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全县上下“一盘棋”思想，同
频共振、同向推动，形成“部门同心、干
部同德、社会同力”的生动创建局面，
凝聚起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强大合力。
一是高位推动，把好“方向盘”。高规格
组建了由县委书记、县长任双指挥长
的文明城市创建指挥部，设立10个由
县级领导任组长的重点领域工作推进
组，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创建指挥部办
公室，健全“1+10+N”工作体系，实行
创建指挥部、指挥长、推进组、创建指
挥部办公室“四级例会”议事制度，切
实保障创建有力有序推进；二是部门
联动，激活“一池水”。制定全县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三年规划，出台巩
固提升实施方案，建立“日报告、周例
会、月调度、季总结”工作机制，同步抓
实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

明校园等文明细胞创建，扩大文明创
建的规模效益，延续深化“领导包片、
部门包点、社区吹哨、各方报到”的有
效做法，健全“主要领导亲自抓、部门
协同合力抓、分级负责联动抓”的高效
协同机制，构建“资源整合、部门协作”
的良好工作格局，充分调动各级各部
门积极参与创建，有效激活创建队伍
活力；三是示范带动，培育“主力军”。
坚持创建文明城市走群众路线，群众
才是创建工作的主体参与者、支持者、
受益者，组建“市民文明监督员”、收集

“群众最期盼的十件事”、发布“文明随
手拍”、“我为文明乐至代言”等系列活
动，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通过
集民智、聚民力，建立起文明创建的最
大“公约数”，形成“人人是文明形象、
个个有创建责任”的创建格局。

近年来，四川省乐至县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手，

凝心聚力抓创建、久久为功塑文明，坚持“为民、惠民、靠

民”创建理念，构建“全党动员、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创

建格局，着力抓好群众身边的小事、城市发展的实事、社

会治理的难事，持续扮靓帅乡“面子”做实惠民“里子”。

坚持文明城市三分建、七分管，考核逗
硬抓长效、常态管理促提升，在城市管理和
社会治理中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层层
压实创建责任，落实落细工作措施，持续巩
固提升创建成果。一是压实责任，加强督导
考核。严格执行创建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
以更加务实的作风、下足“运算解题”的功
夫，制发创建工作四张“清单”，健全“纪检
部门专项督查、创建指挥部办公室常态暗
访、群众24小时举报”督查机制，倒逼工作
落实；压实由乡镇（街道）、县级部门“一把
手”为总点长的工作责任制，建立“三色”管
理台账，实行“绿灯、黄灯、红灯”亮灯通报
制度。今年以来，共发布督办单400余份，
涉及具体问题950余个，已完成整改940
余件，问题整改率达到99%以上，真正做
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切实把创建
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二是条块结合，完善
网格管理。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创
新网格化管理，建立“街道+社区+小区+网
格”长效管理机制，积极整合各类资源向基
层网格倾斜，让网格员同时也是创建宣传
员、文明监督员，将创建任务细化落实到网
格化管理之中，精准对接物业管理、环卫清
洁、车辆停放等群众现实期盼，全县200余
名网格员每天坚守岗位，参与全天候巡查、
清理小区违章占道、牛皮癣小广告等工作，
实现民意在网格内提升、创建在网格内达

标。三是疏堵结合，实现常态长效。注重以
“疏”促“管”，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坚持
常态化巡查同时增设物流专用停车场、临
时便民摊点，施划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
线，加大垃圾清运力度，增设信息公开栏，
积极用服务化解民生问题，用“辛苦指数”
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建设一批示范性
点位，串点成线，带动整体创建水平提升。
今年以来，新施划非机动车位标线1700
余平方米，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21
处，清理牛皮癣小广告1300余处，清理乱
吊挂2000余处；深化“横到边，纵到底”的
管理模式，完善“城市管理+城市执法+基
层治理+文明创建”四位一体工作机制，
加强定人定岗定责，利用第一时间发现问
题的“眼”和及时解决问题的“手”，突出农
贸市场周边、校园周边和公园广场、夜市
摊点等重点区域的常态巡查，加强治理整
顿，推动突出问题发现在一线、解决在一
线，做到及时闭环整改，实现创建工作常态
化长效化。

正潮起风劲，奋楫争先。乐至县将始
终秉持“创建工作永远在路上”的韧劲和
拼劲，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深入推动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与城市建设相融互动、
与城市管理互促共进、与社会治理深度结
合，以城市发展新气象和城市文明新风貌
向全县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坚持全民共建共享创建理念，
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在“润物细无
声”中培育文明新风，使文明深入人
心。一是强化宣传引导。坚持正面典
型引领、反面典型警示，在主流媒体
开设“创建在行动”“好人在身边”等
专栏，发布主题宣传信息2600余条
次；全覆盖实施小区设点、周末入
户、傍晚入户、流动宣传车等宣传行
动；大力开展文明餐桌、文明旅游、
文明上网、文明礼仪等主题教育进
机关、进社区、进学校，广泛倡树文

明新风尚，发挥文明创建的“乘数效
应”“叠加效应”。二是狠抓典型引
领。坚持做好身边好人、“最美”系列
和星级文明户等评选表扬活动，选
树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
发挥榜样力量，倡树文明新风，用先
进典型感召人、教育人、引导人，推
荐评选出中国好人2人、四川省道
德模范4人、四川好人31人、其余
各级各类身边好人3000余人；开展

“德润帅乡·爱满乐至”——道德模
范及身边好人巡讲巡展100余场，

树立“徳者有得 好人好报”的鲜明
价值导向，营造了崇德向善的良好
社会氛围。三是做活文明实践。推动
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项
目化，全县注册志愿者7.7万余名，
打造出了 36支核心志愿服务队，
368支志愿服务队，紧密结合“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常态化开展
文明城市创建志愿服务活动，随处
可见的“红马甲”志愿者用心用情开
展文明劝导、困难帮扶服务，文明在
生活的点滴中传递；围绕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打造出集群众教育、示
范引领等功能于一体的21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315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同频共振、
互联共通，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精
准服务基层群众、深入推进移风易
俗、丰富活跃基层文化生活等各类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帅乡志愿·
有你有我”品牌效应日益凸显，文明
新风劲吹帅乡，为乐至的发展注入
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不仅仅是为
了争一项荣誉、夺一块牌子，归根结
底是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让
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得到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一是
减少城市顽疾，破解创建难题。推动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常态化，强化常态
管理，对主次干道、乱搭乱建、乱停乱
放等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坚持常态化
开展“门前五包”、不文明养犬治理、
停车秩序整治、“三线”整治、牛皮癣
小广告治理等专项行动，对占道经
营、流动摊贩、非机动车停放等城市
痛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尤其
是对沿街商铺、学校、广场周边等城
市治理关键点加大整治力度，制定整
治方案，组织执法人员对标摸排，晓
理普法上门告知，形成问题清单，下
发整改通知，做到心中有“数”、手中
有“招”，为城市减“负”。今年以来，清
理城区17处便民疏导点，劝导流动摊
8000 余个次，纠正骑门摊、爬壁摊

3000余处次，取缔烧烤店占道经营
100余处次，过去城市建设管理的难
点变成了亮点，以市容“新面貌”凝聚
创建“新动力”，有力地彰显了城市发
展的温度，推动文明城市创建真正成
为造福全体市民的民心工程。二是
减少“急难愁盼”，办好民生实事。从
细处着手、从微处着力，坚持问题导
向、民生导向，持续抓好群众最期盼
的事征集办理，以文明创建“十大”专
项提升行动为抓手，更新城乡基础设
施，完善便民服务体系。从背街小巷
路面修整，合理新增机动车、非机动
车停车位，实施“市民300米购物计
划”等群众身边小事，到加快推进城
乡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城乡人居环境
提升行动，深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打造10余个示范样板小区等，解决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题860余件次，切
实将“关键小事”“民生大事”办到群
众心坎上，让市民切身感受到创建带
来的可喜变化，幸福感明显增强。

巧用监督考核“除”法 突出建章立制

着力在常态长效中巩固创建成果

运用对标排查“减”法 突出城乡融合

着力在全域覆盖中增进民生福祉

善用多维联动“加”法 突出谋划部署

着力在凝聚创建合力上下功夫

活用全民参与“乘”法 突出实践拓展

着力在共建共享中涵育文明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