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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创建让城市更具品质更有温度
——青海格尔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纪实

◎ 肖子树

政务环境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关键所在。
格尔木市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针对企业
和市民反映强烈的办事堵点、难点问题，不断创
新服务举措、优化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规范
政务行为。

同时，格尔木市持续深入推进“一网通办、一
事通办”改革，持续深化“一件事”套餐服务，结合
该市实际，新增企业开办、员工录用、军人退役、
企业职工退休等17项政务服务事项，依托政务
服务一体化平台，已上线52个“一件事”应用场
景。统筹做好全市38个部门595项政务服务事
项的梳理、认领工作，按照“四级四同”工作要求，
推进“一网通办”“一事通办”无差别受理、同标准
办事。截至目前，81%以上实现“一窗”分类受理，
102个高频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同步实现
104个事项“跨省通办”。此外，格尔木市以服务
群众、转变职能、提升效能为核心，拓展政务服务
渠道，创新集成“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政
务事项线上链接功能，实现联动处置热线一键转
接、三方通话，着力打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实
现“速度”与“温度”并重，“监管”与“服务”并行。

新一轮文明城市创建以来，格尔木市集中开
展重点问题整改、城乡环境卫生整治、交通秩序整
治、市场环境整治、市政基础设施整修、居民小区
整治、市民素质提升七大攻坚行动，各方压实责
任，打造了政令畅通与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文明
宜居与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精神饱满与友善互
助的人文环境。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与幸福底色。地处青藏高原腹地、

青海省西部戈壁深处的格尔木市，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福

祉持续提升的基础上，于 2021 年发起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并以此为契机，实施城市更新改造行动，提升城市文明程度，解决

群众关心期盼的热点难点问题，让全体市民在文明创建中得到实

惠、看到变化、感受温度。

如今，焕然一新的格尔木市，事事处处彰显着文明与嬗变；身

处一线的文明创建人，时时刻刻铭记着责任与使命。

今年40岁的李三姐是格尔木市城市
管理局的42名网格采集员之一。2023年8
月，她的巡查采集区域是育红巷和体育场
社区，职责是发现问题后拍照上传智慧城
管平台。平台指挥中心座席员审核受理
后，根据权责派遣到各相关职能部门予以
协调解决。她的手机上APP显示，每天的
巡查路线约10公里，每月的巡查里程约
220公里，一年巡查里程2640公里，相当
于从格尔木步行到北京。

格尔木市智慧城管平台自2018年 5
月试运行至今，共受理城市管理类案件
15.62万件，其中网格采集员上报12.69万
件，主要存在问题是道路破损、乱堆物料、
占道经营、井盖破损、路灯不亮、车辆违停
等。经过全面排查后，发现格尔木市公共
区域内窨井盖约有2.6万个，其中有5000
个左右是无主的。多方协调沟通后，无主

窨井盖由市城市管理局会同市政等相关
部门单位一同清理更新。“别看这一件件
并不起眼的小事，却是文明创建工作中的
一个个障碍，譬如一个破损的窨井盖，清
理和解决起来牵扯到方方面面。”格尔木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张健华说。

除网格采集员外，智慧城管平台还连
接分布在全市重点区域、地段的300路视
频监控、10个高空鹰眼和1架无人机，并在
全市三家清运公司的62辆渣土车上安装
北斗导航系统进行监控，在规范行驶路线
的同时，防止司机疲劳驾驶和沿途抛撒建
筑垃圾。同时，利用网格采集员路面巡查的
优势，在及时发现城市管理中存在问题的
同时，广泛收集群众的呼声，切实有效地及
时解决群众的矛盾纠纷，并通过智慧城管
平台实现城市管理监控系统与社会治理工
作相结合，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走进格尔木市东城区黄河路街道铁
西社区利和小区的“绿色家庭”刘振红家
中，虽然房子是一室一厅，实用面积不足
40平方米，却是整洁明亮。她的爱人是铁
路职工，工作地点是青藏铁路格拉段沿线
站点，儿子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已几次
获得部队嘉奖。“父子俩每次回家，都主动
加入社区志愿服务团队，全家总动员，参
与社区的环境卫生治理和文明城市创建
活动。”铁西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谢冲说。

在昆仑路街道盐湖社区，活跃着“益
起乐”“益起守”“益起行”“益起暖”“益路
向党心”5支共计 1467人的志愿服务队
伍。他们当中有辖区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教
师、盐湖工业集团的退休职工和青年职工
等，定期为学龄前儿童传授文化、体育和
科普等知识，为老年人或残障人士送去温
暖与帮助。“社区还有9名盐湖工业集团的
退休职工，他们是原221厂的职工，经常
会给大家讲述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
弹的艰辛历程和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盐湖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俊英说。

在西城区河西街道，活跃着一支以
“红色教育、红色服务、红色管家”为载体
的“三红”志愿服务队，入选中央文明办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方法100
例》。志愿者随身携带一个“口袋本”，随时
随地记录每户居民家庭的基本情况以及
所需所求所盼，并将即时解决不了的群众
需求反映到社区，社区建立民情清单上报
街道，街道统筹整合基层站所、共建支部、
辖区单位等各类资源，全力解决群众诉
求，做到100%解决、100%回复，不断提高
党员干部为民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让市
民感知城市的温馨与温度。

目前，格尔木市已有“绿色家庭”1.5
万户，约占全市常住总户数的25%；五星
级文明户3.23万户，约占全市常住总户数
的53%；注册志愿者有3万余人，其中文化
志愿者4500余名，为健全公共文化服务
网络和“15分钟文化圈”提供强大支撑。正
是这千千万万的“绿色家庭”、五星级文明
户和志愿者，传递和引领着文明风尚，为
文明城市创建营造出良好的氛围。

走进格尔木河东农贸市场，让人眼前一亮，所
有的摊位都整齐排列，地面整洁干净。河东农贸市
场始建于2008年，经过逐年改善扩建，成为格尔
木市最大的农贸市场。但后来因照明、消防、公共
卫生、垃圾处理等设备设施落后及私搭乱建、停车
场积水等原因，成为“脏乱差”的典型，被列入全市
创建工作中存在的28项短板问题清单。“市场整
体改造升级后，商户的整体素质也有大幅度提升，
随手乱扔菜叶、乱泼污水的不良习惯一下就纠正
过来了。”河东农贸市场负责人殷贝贝说。

自新一轮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格尔木
市聚焦“脏乱差”，开展街道面貌、住宅小区、农贸市
场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召开现场办公会16次，对

相关责任部门、单位下达问题交办单135份，实施
文明城市创建项目共55个，总投资3.9亿元，涵盖
道路改造、绿化美化、环境整治、宣传氛围营造等多
个方面，全方位补齐城市“软硬”短板。“格尔木的老
旧小区比较多，我们梳理出54个共7055户，包括
始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铁路小区和部队小区，
现小区景观、业余文化生活等配套设施更加完善，
市民居住环境和城市形象都有了显著提升。”格尔
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许正菊说。

此外，街道改造项目除部分纳入海绵道路改
造工程外，现已全部改造完毕，市区广场、街道、
人行道及绿化带等都焕然一新，漫步其间，让人
心旷神怡。

对地处昆仑山下、柴达木盆地中南缘的格尔
木而言，水环境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格尔
木市将生态环境保护摆在突出位置，采取超常规举
措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聚焦重点流域水治理，
持续加强城市、乡镇、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
管理建设，增设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地表水水质优
良比例达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到质量标
准要求，全面实现水域“河畅、水清、岸固”的治理目
标。“围绕格尔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以改
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污染源监督性监测为重点，
以水源、空气、土壤、噪音等常规监测为基础，为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提供有力支撑。”海西州
生态环境监测站格尔木分站工作人员谭杰说。

同时，格尔木市持续深化精神文明教育，倡导
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引导市民做文明生活的倡导
者、时代新风的传播者、美好环境的捍卫者、健康格
尔木的建设者，不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2022
年，全市节约型机关创建活动开展率达到95%以
上，人均综合能耗同比下降1.5%，单位面积能耗同
比下降1.7%，人均水耗同比下降1.8%，“绿色家
庭、绿色校园、绿色社区、绿色出行、绿色商场、绿色
建筑”创建已蔚然成风。

今年以来，格尔木市按照“宜林则林、宜草则
草、宜湿则湿、宜荒则荒”原则，科学推进植树造
林、生态修复、道路绿化等国土绿化工作，实施城
市园林绿化和养护项目18个，投资3.7亿元，着
力打造城市精品街道，补齐绿篱断档、绿地缺株
等城市绿化短板，稳步推进城市园林绿化工作，
不断美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满足群众“诗
意栖居”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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