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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创建，常态长效
让文明活力无限续航

数说：建立社区楼门“四公示一门牌”机制，全区 360 个社区（小
区）、5170个楼门单元实现全覆盖，1864个优秀党员家庭参与其中。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最美底色和内
在气质。如何在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中，实
现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
发展、社会治理能力和城市治理水平高
效能提升、群众生活质量和城市发展品
质高水平改善、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
明程度高标准示范？这是摆在门头沟人
面前的一道文明大考题。

为解答好这道考题，门头沟区深知，
必须在体制机制保障上做强文章，在常态
管理上下狠功夫，始终坚持把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融入全区
各项工作全过程，突出精致细微、共建共
治共享，真正将创建工作常态化和长效
化，聚力打造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北京
样板”。区委主要领导每月对创建工作进
行调度，区四大部门主要领导及各分管区
领导结合分工靠前指挥，门头沟区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周汇总、
月总结，各镇街、单位日巡日报，实时掌握
各项创建工作的推进情况，构建起了高效
联动的创建体系，掀起了党政“一把手”身
先士卒的创建热潮。

文明创建，落实是关键。门头沟区坚
持开展“比学赶超”擂台赛，通过全要素、

全区域、全天候、全过程常态检查，将全
区所有单位全部纳入擂台赛考核，用一
个平台、一个标准、一把尺子衡量各单位
的创建工作成效。门头沟区还制定了“一
月一主题”专项行动方案，全年按月安排
文明交通礼让行人、“门前三包”责任制
治理、社区环境综合整治等12个专项治
理行动，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巩固治理
成果不反弹。

同时，创新推出基层微治理、城市精
治理和群众共同治理的三个“4+1”常态
长效工作机制，建立社区楼门“四公示一
门牌”机制，全区 360 个社区（小区）、
5170个楼门单元实现全覆盖，1864个优
秀党员家庭参与其中，促进了城乡治理
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有效提升。

此外，坚持强化“门前三包”责任制管
理，建立“商户联合会”，创新推出“四公示
一台账”机制（即商户自治公约公示、商户
承诺书公示、“门前三包”责任书公示、垃
圾收运协议公示、街巷长和综合执法队巡
查记录台账），全区2128家商户共张贴
10640份公示及协议，充分调动商户主体
自管自治意识和互相监督意识，规范辖区
经营秩序，让城市管理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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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首善，全力谋划文明“大文章”
——北京市门头沟区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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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是一种理念、一种追求，更是一种实践、

一种以人为本持之以恒提升城市整体水平的有效载体。

面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这场大考，门头沟区坚定不移，全力

以赴。

2018年，门头沟区作出争创全国文明城区的重大战略决策，

立下了“三步并作两步走、三年实现双达标”的创建目标，奋力

争夺 2023 年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区荣誉称号。五年多来，门头沟

区以奔流到海不回头的顽强，努力向前推进各项工作。

如今，在门头沟区，文明早已汇聚成一股力量，涌动在城市的烟

火气里，融进了每位门头沟人的血脉中。拥有文明风景线，让门头沟

区有“面子”更有“里子”，让人忍不住感喟：美哉！文明门头沟颜值与

气质齐飞！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门头沟区在推进全国
文明城区创建中，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将文明创建的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

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门头沟区坚持“生态
立区、文化兴区、科技强区”的发展战略和“立足首
善”的标准，紧紧围绕打造“绿水青山门头沟”城市品
牌，坚定“创建惠民、创建为民”理念，把提升城市品
质融入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将文明创建与城区
建设、社会进步统筹推进，以市民群众的利益为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城
区整洁环境，在落实细节中堵塞漏洞、在完善细节中
打造亮点、在提升细节中形成特色，着力提升辖区环

境和城市品质，推动更多创建成果普惠于民，让广大
市民享受到城市文明的美好。

去年以来，门头沟区聚焦市民反映较为突出的
公共服务、交通出行、社区生活环境等重难点问题和
普遍性问题，统筹实施240项惠民为民重点项目、筹
资1.35亿元，并建立权责清单，建立项目调度、联审
联控、督促检查、信息反馈等多项工作机制，“老大
难”问题得到解决。

同时，着力提升城市“硬实力”，坚持用“绣花功
夫”加强背街小巷、集贸市场、老旧小区、城乡接合部
等重点区域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高位统
筹调度，持续推动城市治理常态化、长效化、精细化，

切实推进城乡治理和环境建设难题的高效解决。
为充分调动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畅通百姓诉求、举报渠道，门头沟区拓
展延伸建立“四条线一组团”联动联创机制（四条线
为电话热线、网格员随手拍、大数据排查和网络舆
情，一组团即多维度反馈创建全国文明城区重点难
点热点问题）。自机制运行以来，“热线”反馈问题198
条、“网格”反馈问题174862条、“大数据”反馈问题
38194条、网络舆情12条，百姓所诉问题均已归类建
立创建专项台账，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形成“高效衔接、信息互通、问题共享、工作互促”
的全时、全域、全民、全面、全力的创建格局。

生活在推窗见绿、望山见水、环境优美、秩序井
然、文明和谐的家园，成为了越来越多门头沟人的标
配，人们闲坐公园，与街坊邻里细数着这些年门头沟
区的变化，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紫气东来门头沟，绿水青山文明城。以首善标
准，谋划文明创建“大文章”的门头沟，已然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展望未来，昂扬奋进的门头沟，将以最高
标准、最优形象、最强阵容、最佳状态奋力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浓墨重彩绘就新时代文明风尚华章！

春天的门头沟区，处处色彩斑斓。而
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绿马甲”，则是
这座城市一抹最亮的色彩。

在推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中，门头
沟区持续深化“门头沟热心人”志愿服务
队伍品牌建设，开展常态化公共文明礼
仪、文明行为等宣传教育引导行动，做好
冬奥会、冬残奥会、全国两会、党的二十
大等重要时间节点及传统节日的文明引
导和服务保障工作……志愿者队伍持续
壮大，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开展，志愿服务
品牌效应日益彰显，文明新风遍地开花。
目前，全区有注册志愿者 7.1 万余人、
2439支志愿服务队伍。

写好“文明实践文章”，跳好“志愿服
务舞步”。在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门头沟区创新推出“五光十色”志愿
服务品牌，提出“学习传播科学理论的精
神之光、宣传宣讲党的政策的信仰之光、
培育践行主流价值的文明之光、丰富活
跃文化生活的幸福之光、持续深入移风
易俗的和谐之光”的“五光”服务理念，有
力搭建起党政主导引领、群众广泛参与
的志愿服务体系。

绽放传播理论之光。门头沟区坚持
把理论宣讲作为志愿服务重中之重，把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打造成学习传播科
学理论的大众平台。依托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读书会品牌，定期组织企业员工
参加理论宣讲、读书交流活动。

绽放宣传信仰之光。以党史学习教
育和“四史”学习教育为重要抓手，引导
群众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京西老兵志愿服
务队广泛吸纳退伍老兵开展红色宣讲、
政策宣传等活动，增强干部群众和退役
军人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

绽放培育文明之光。常态化开展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传统美德宣传教育，
持续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门头
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总队
定期联合所级中队、站级分队，围绕“条
例我践行、礼让斑马线、养犬讲规范、健
康居家人、劳动创幸福”五个主题，着力
营造人人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
的社会氛围。

绽放暖心幸福之光。贯彻文化兴区
发展战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推动
文化惠民活动进基层，传承和发展地区
民俗文化，让群众乐享文化生活。斋堂镇
柏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发动村
民组建柏峪社员剧团，打造集历史文化、
民俗文化于一体的“燕歌戏”文化品牌，
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推动非物质文化遗
产“燕歌戏”得到“活态”传承和保护。

绽放弘扬和谐之光。融合推进道德
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积分制、村规民约
等群众自治方式，在“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志愿服务活动中弘扬和美与共、和睦
有序的和谐精神。“巾帼法治”法治专项
志愿服务中队制定实事清单，定期深入
社区、村、集市开展送法上门、巡回讲堂
活动，创新开办“法治夜校”，以法治护航
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新风正气，提高群众
知法、懂法、守法意识。

为提升市民参与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的积极性，门头沟区还推广使用“妙峰文
明积分银行”，激励村民参加环境卫生、
垃圾分类等志愿服务的热情，农村基层
治理正在由“村里事”变成“家家事”。

一项项生动实践、一份份志愿力量……
门头沟区的群众早已把“要我创建”变为

“我要创建”，广大志愿者和人民群众参
与文明实践的行动自觉和高涨热情，形
成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最大合力。

城市承载文明，文明润泽城市。在门
头沟区，一颗颗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种
子”根植于这片热土，焕发出勃勃生机，
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写下了生动注脚。

一场场接地气、冒热气的理论宣讲，
一次次有温度、有深度的惠民服务，一条
条增颜值、提气质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举
措，犹如阵阵清风，吹拂着门头沟区的每
一个角落，传播着文明。

从开始的试点摸索，到后期的全面
延伸，门头沟区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高点
站位、高标谋划、高效推进，全区实现
315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
全覆盖；深入开展理论宣讲、政策解读、
文化文艺、文明引导、便民服务等文明实
践活动，做到“月月有安排、周周有行动、
天天有活动”，全年累计开展各类文明实
践活动近万场。

为不断完善文明实践活动机制，门
头沟区制定了《门头沟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管理制度》，建立“文化服
务+文明实践”的场地共建、资源共享、
活动共办、品牌共筑、管理共通五项机
制。同时，盘活各种资源，着力打造富有
特色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其中，在中

关村科技园门头沟园梳理盘活红色资
源、科技场景、风俗地标等，打造“1+5+
N”模式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推动百
花山国家森林公园、人工智能科技园马
克思主义读书会入选北京市文明实践基
地。此外，对“门头沟新时代”平台及APP
进行改版升级，简化服务流程，平台点、
派、接、评单千余次，群众评单满意率始
终保持在99%以上。

为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水平，
门头沟区还着力打造书记讲堂、干部讲
堂、专家讲堂、校园讲堂、百姓讲堂及网
络讲堂，发挥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和
百姓宣讲团、合唱惠民思政课作用，开展

“理论+百姓+文艺”特色宣讲，全面学习
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此外，创新“创
建+热线+网格”等七项“创建+”联动机
制，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融媒体中
心、城指中心互融互促，引导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采取“民情前哨”“未诉先办”
等形式，提高精准服务群众能力。

当下，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正不断
汇聚力量，各具特色的实践阵地和活动
丰富着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文明实
践直抵人心。

全员实践，汇聚力量
让文明风尚蔚然成风

数说：全区实现 315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全覆盖，
打造“1+5+N”模式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全民至上，惠民为民
让民生答卷更具厚度

数说：累计推动解决市民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 240 项，投入整改
资金1.35亿元。

全面提升，打造品牌
让文明之花遍地开放

数说：全区有注册志愿者 7.1万余人、2439支志愿服务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