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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服务B4

文明为千年古都添彩
——山西省大同市奋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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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您还
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在大
同市政务大厅各个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的微
笑感染着每个办事的市民。去年以来，大同
市政务服务中心在市政务大厅全面推行“微
笑服务”，赢得了办事市民的纷纷点赞；平城
区举办了首批“平城最美”命名表彰会，开展
了“寻找平城最美微笑使者”活动和星级评
选活动，为提升市民文明素质树立了榜样，
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2021年年底，中共大同市委十六届二次
全体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
出，在“大同蓝、大同绿、大同清”的基础上，让

“文化大同、文明大同、微笑大同”成为大同新
的名片。全市各行业各领域全面深入开展“微
笑大同”主题活动，重点推进服务环境、服务
形象、服务程序、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服务效
率“六提升”，以微笑引导广大市民参与文明
城市创建，争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

在开展“微笑大同”主题活动中，大同市
广泛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各行各业积极
参与“微笑体验行动”，共同营造微笑服务、
文明服务的氛围，让“微笑大同”深入人心，
市民文明素质进一步提升。

微笑的大同、文明的大同，给未成年人创
造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2022年8月10日，大同市举行2022年
“新时代大同好少年”颁奖仪式，126名“新时
代大同好少年”受到表彰；2022年9月上旬，
大同市出台《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
实施意见》；2022年，大同市印发了《关于组

织开展文明校园、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结对共建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通知》，
通过结对互动帮扶，激活和优化了各校的内
部管理机制及教育资源配置，提高了学校教
育管理水平和教师的专业水平，让更多的农
村未成年人共享校内外优秀的教育资源，在
潜移默化中提高农村孩子的艺术素养，促进
农村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为帮助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大同市强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进
一步加强专班推进，完善工作机制，强化任务
落实：先后印发《关于全市2022年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做好暑期
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的通知》《关于组织开
展2022年下半年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检查考评的通知》；市文明办组织10个
县（区）和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关工委等部门
专业人员开展培训，并进一步明确了主体责
任、监管责任，召开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督导协调会，从12个市直单位抽组15
人，分成5个专项督导组对市直和10个县区
进行督导检查考评，查漏补缺，跟踪整改；大
同市文明办会同市教育局等部门认真筹划部
署，开展“童心向党”、清明节“网上祭英烈”、

“关爱·志愿大同”活动季等丰富多样的主题
活动；各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发动市
级媒体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月”相关活动宣
传，扎实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工作。

在一言一行中、温暖的微笑中，文明展现
出亮丽的色彩，给大同这座古都增添了新时
代的温暖。

山西省大同市位于山西最北端，与内蒙

古、河北接壤，处于内外长城之间，这座承载两

千余年人类历史的古城曾是北魏京都、辽金陪

都、明清重镇，境内名胜古迹遗存众多，且有市

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百余项，是首

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影响世

界的中国文化旅游名城、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入选“最美中国榜”“美丽山水城市”。

2021年1月大同市入选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城市。由此，大同市拉开了奋力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序幕，全市上下一心，着力优化人居环

境、提升城市品质、提高市民素质，使百年煤城

从“面子”到“里子”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为

这座历史文化古都再添亮丽的文明色彩。

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城市整体文明水
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也是含金量很高的城
市品牌。大同市主要领导任创建文明城市指
挥部总指挥，他们高度重视创建工作，四套
班子领导率相关部门多次深入基层一线开
展调研，盯着问题攻坚破难，形成合力整体
推进。

2021年5月中旬，大同市印发了《大同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1—
2023年）》《大同市2021年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方案》的通知，制定了远期、近期规划，
提出在三年的创建周期中，实现“2021年补
齐短板、夯实基础；2022年持续推进、重点攻
坚；2023年巩固提升、冲刺夺牌”的总目标。

实施中，大同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
作方式：“专班化”推进。大同市创建文明城
市指挥部办公室成立综合协调、实地测评、
材料申报、问卷调查、未成年人及诚信建
设、大数据、宣传引导、督导检查 8个工作
专班，每个专班根据工作实际设若干小组，
挂图作战、责任到人，并根据所负责领域和
承担的工作任务与市级督导组及四个区专
人对接，分类逐项推动工作，解决突出问

题。“提示卡”推动。以“提示卡”的形式，对
市领导及相关责任部门进行提醒，要求就
所承担创建工作进展情况一周一总结，一
月一上报。“提示卡”后附指导手册，包含市
领导所牵头的指导督导事项、分管领域工
作、“八项提升行动”（市民文明素质提升专
项行动、规范城市社会用语用字暨保护历
史文化名城风貌形象专项整治行动、沿街
商铺综合治理专项行动、环境卫生提升专
项行动、市政设施提升专项行动、市容市貌
整治专项行动、居民小区管理提升专项行
动、交通秩序治理专项行动）具体任务，以
及相关部门职责任务、具体点位、存在的突
出问题及易产生的问题隐患等内容。“督办
卡”督促。为及时督促问题整改、落实主要
领导的指示批示，大同市创建文明城市指
挥部办公室还向相关责任部门及各区下发
了督办卡，进行跟踪督办。

从线上到线下、从案头到街巷，扎实有效
的创建工作进一步提升了大同市的文明程度
和市民文明素质，城市环境更加优美，社会秩
序更加优良，公共服务更加优质，公民行为更
加有礼，青少年成长环境更加健康。

针对创建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
在集中开展、持续推进“八项提升行动”的
同时，大同市以“文明城市创建提质增效”
为主题，部署开展了突出问题集中整改、文
明劝导志愿服务、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包点、
环境卫生及公共秩序整治、文明创建入户
宣讲、社会宣传强化提升等“六大主题实践
活动”，进一步解决文明城市创建中的“顽
瘴痼疾”。

各大专班分工明确，积极部署，各级创建
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发挥牵头抓总作用，
统筹各方力量，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连接、各
负其责、高效运转的工作体系，上下联动、合
力攻坚。

平城区健全“1个创建文明城市指挥部、
11个指导督导组、7个工作专班”组织体系，完
善自查、例会、督查、通报各项制度，依托“领导
包联机制”，督促各街道各有关部门强化责任
意识，对标测评内容，认真查漏补缺，推动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深入和细化；

云冈区成立4个督导组，分片分类对相关
责任单位创建工作进行督查指导，从“建、管、
宣”三个方面下功夫，统筹执法力量下沉一线，
加强执法、统一管理，推动基层治理的“最后一
公里”变成服务群众的“最美零距离”；

新荣区坚持“1234”工作思路，在环境整

治和示范打造上下功夫，努力把创建工作抓
得更实、更有成效，强力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强力推进民生项目建设；

云州区坚持顶层设计，组建5个工作小
组，完善发现、反馈、整改问题的工作流程；建
立健全了5项工作制度，即：工作例会制、任务
清单制、事中监督制、按月交账制、经费奖补
制，形成了每月一调研、每月一例会、每月一清
单、每月一督查、每月一交账的工作机制；

与此同时，大同市创建文明城市指挥部
办公室统筹指导，联合市直相关部门，以活
动为牵引，持续掀起创建高潮。由大同市行
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牵头，在全市政务系统以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为主题，开展“微
笑大同”示范岗活动；由大同市教育局牵头，
组织10个创建文明城市督导组深入10个县
（区），46个市直属机关、学校（幼儿园）等重
要点位，对照创建文明城市标准，对宣传氛
围、基础设施、管理秩序、文明风尚、材料申
报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地毯式”督导检查；由
大同市公安交警支队牵头，于 2022 年 8月
19日召开2022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誓师大
会，结合各路段停车现状，在 4个区的 114
个路段设置19116个临时泊车位并开始陆
续施划，截至目前已施划停车位3962个，设
置停车标志牌143个……

顶层设计 古都铺开文明蓝图

“小区志愿服务内容可多了，除了免费体检，小伙
子还到家里给我擦玻璃，打扫卫生，陪我聊天。咱们
呀，是有需要找志愿者，能发挥余热的时候，咱自己也
做志愿者！”家住文博苑的林爷爷对社区志愿服务赞
不绝口，并表示要申请成为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为进一
步夯实文明城市创建基础，大同市进一步建强务实
管用的志愿服务队伍。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立
了三级志愿实践队伍。目前，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者队伍约9.39万人。各志愿服务队根据各自擅
长的领域深入农村、社区、学校、企业，积极发挥专
业所长，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同时，大同市进一步强化志愿服务阵地建设，
积极构建了中心、所、站相贯通的工作体系，形成

“中心吹哨、部门动员、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截至
2022年7月底，大同市共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129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1807个，实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
设全覆盖。各县（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将县（区）
文化馆、体育馆、规划馆、博物馆、影剧院等公共服
务活动场所拓展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改造提升
党群服务中心、综合文化站、卫生院、司法所、村级
组织活动场所、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场所、村史馆等
公共服务资源，设置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形成各具
特色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矩阵。

截至目前，大同市注册志愿者39.06万人，有志
愿服务时长的志愿者196473人，志愿服务队2738
个，开展服务项目 1891 个，志愿服务活跃度达
50.3%、满意度达93.6%。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给大同这座塞北古城带来
了温暖春风，大同市着力打造“志愿大同 诚信大同
文明大同”，以更专业化、更生活化、更接地气、更具
活力的志愿服务活动温暖千家万户。

志愿服务
微光汇聚文明星河

提质增效 城市更加美丽宜居

城市“微笑” 花朵绽放在笑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