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高海霞 版式策划：刘文强 制图：刘文强 2021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一

6-7

“积小成为大成”，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才能不断壮大志愿队伍，才能汇聚全
市上下磅礴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闯出新路
子，展现新作为，彰显新担当，谱写新篇章。

7 月 29 日，“永远跟党走 文明我同行”呼
和浩特市民文明行为百天打卡活动在大召广
场正式启动，打卡活动包括“文明我同行·我为
文明城市添光彩”等多场系列主题活动，内容
涵盖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礼仪、文明诚
信、文明餐桌、文明环保等，倡导广大市民一起
塑造文明新风尚，做文明有礼首府人，为打造

“美丽青城、草原都市”亮丽风景线贡献力量。
漫步在青城的大街小巷、公园广场、校园

内外，一幅幅宣传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青城好人的公益广告扑面而来，让人
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感受着城市无处不在
的正能量。

“我们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从自己身边
的小事做起，不乱扔垃圾，骑完共享单车一定
放到停车线内等等。总之，要把自己力所能及
的事情做好，努力让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好。”市
民闫斌慧说。

文明作为一种力量，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
影响着首府的每一个人，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志
愿服务的行列中。

作为呼和浩特市志愿者服务队伍的主力
军，今年，团市委在全市广泛开展了“我是共青
团员，我帮你”志愿服务活动，用青春力量助力
首府创城。

“我们积极组织青年委员、青年企业家和
各级团组织青年以及高校学生，投身到创城工
作中，目前，近 2 万余名志愿者参与垃圾分类、
交通文明引导和社区治理相关工作。下一步，

团市委将紧紧围绕呼和浩特市第十三次党代
会提出的目标要求，充分发扬共青团党有号
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持续开展‘我是共青团
员，我帮你’系列活动。”团市委书记张宇峰说。

小手拉大手，创城朝前走。呼和浩特市全
面落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在全市中小学
校定期组织开展专题德育课程，在更多孩子心
里种下文明的种子。

“首府是我家，创城靠大家，为了助力创城
工作，学校紧紧围绕文明校园创建‘六个好’开
展工作，利用育人阵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
族团结教育和文明礼仪教育。同时开展志愿
者服务，学校的党、团、队志愿者走出校园，走
进社区，清扫卫生、宣传垃圾分类，参加社会公
益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同创文明城，力求教
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让
文明走进千家万户。”赛罕区东风路小学校长
郭素青如是说。

在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中，呼和浩特
市涌现出全国文明单位 20 个，自治区级文明
单位 192 个，市级文明单位 369 个。创建全国
文明村镇 13 个，自治区级文明村镇 106 个，市
级文明村镇 142 个。

整洁亮丽的街道，花树繁茂的公园，欢乐
祥和的社区，善良友爱的人们⋯⋯与文明相
约，在呼和浩特市，一个个有特色、有温度、有
质感的精神文明建设体验场景滋养着城市大
步前行，让人民群众在高质量发展中享受高品
质生活，和幸福为伴。

文明筑梦，照亮首府发展之路。如今，首
府人民正在凝心聚力，向着争创全国文明城
市，全面建设宜居、宜业、宜学、宜养、宜游的高
品质城市阔步前进。

做文明人，传正能量，为
打造“美丽青城、草原都市”
亮丽风景线贡献力量。

（本版图片由呼和浩特日报提供

）

城市治理水平是衡量城市文明程度的重
要标志。呼和浩特市始终把文明城市创建作
为加强城市建设的重要载体，持续加大民生投
入，从老百姓家门口做起，像绣花一样管理城
市，既重面子更重里子，不断提高治理水平，优
化城市生活环境。

“小区单元门、道路都进行修缮了，特别是
地下管网改造，更换地下自来水、污水、暖气管
网，尤其是渗水井，彻底解决了过去排水不顺
畅问题。”家住科苑佳园小区的居民赵先生看
着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后颜值飙升的家园高兴
得合不拢嘴。

“你看，现在用燃气取暖、烧水、做饭，干净
又省事，以前到了冬天，取暖得劈柴、打炭、掏
灰，麻烦又不卫生，现在只要把壁挂炉的温度设
定好，按一下键就可以了。”大厂库伦村范大爷
家与全村居民通过实施燃煤散烧综合治理“煤
改气”工程，再也不用生火炉烧煤炭取暖了。

“以前家里没有下水，厕所是建在院子边
的简陋旱厕，现在国家补贴新盖了房子，家里
还通了下水，新修建了水冲厕所，使用起来既
方便又干净，我们的居住环境一下子上了档
次。”土左旗毕克齐镇杨家堡村村民刘仙仙高
兴地说。现在的杨家堡村不仅村民居住环境
上了档次，而且村路干净整洁、院墙装饰一新，
到处都能感受到新农村的新面貌新气象。

环境质量和文明程度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生
活品质，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坚持问题导向，着力
补齐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短板，以民为本持续发力
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
使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多年来，呼和浩特市民生投入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始终保持在 70%左右。在深入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中，852 个老旧小区、87 个棚户
区、370 公里老旧管网改造任务全面完成。按
照“300 米见绿、500 米入园”的目标，建成 220
公里城市绿道，同时利用拆迁空地规划新建社
区、口袋公园 186 处，使群众“开门见绿、推窗
即景”。通过城市卫生、交通秩序等专项整治，

文明交通、小区物业、垃圾分类等工作取得实
实在在成效。通过开展“干干净净奔小康”行
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顺利收官。

与之同步，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实施了交
通、城市基础设施等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着
力改善人居环境，并出台相关规定，进一步加
大对生态及大气的保护力度。

在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中，首府严格落
实“大气十条”，全面启动“煤改电”“煤改气”，基
本完成 214 个村、13 万户燃煤散烧综合治理任
务；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100%稳定达标；持续加强土壤污
染防治，完成 965 个行政村和较大自然村环境
连片整治。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森林覆
盖率达到 23%，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0.1%，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8.72平方米，首府荣获

“2021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称号。
在大力推进接诉即办工作中，首府将 58

条民生服务热线整合为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
切 实 让 群 众 家 门 口 的 事 有 人 管 、有 人 办 。
12345 建立了“月度点评”和响应率、解决率、
满意率“三率综合考评”等工作机制，市委书
记、市长每月都要主持召开月度点评调度会，
针对各地区各部门 12345 接诉即办工作情况，
点出具体人、具体事、具体问题，并结合实际对
本月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12345 接诉即
办，打通了政府服务企业、服务百姓“最后一公
里”，运行半年多来，快速高效解决了企业和群
众近百万件操心事、烦心事和揪心事。

在强力推进房地产遗留问题专项治理中，
578个项目47万“回迁难”“入住难”“办证难”问题
得到解决，25万户居民拿到期盼已久的房本。

⋯⋯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建思路，让生活在这座

城市的人们切身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进步。城
市是人民的，市民的认可给予首府创城无尽的
动力。越来越多的呼市人主动加入到创城活
动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种下一粒又一粒文明
的种子。

以民为本，补齐短板，让
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把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与全市重点工作项目、
重要民生工程精准对接、一体推进，列入市
委、市政府重点工作要求，坚持“日调度、周督
查、旬推进、月排名、季测评”，多次召开动员
大会、推进会、专题会、月度点评会，听取专题
汇报、研究解决重点工作、实地开展调研指
导，推动“创城必成”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和
奋斗目标。

上下同欲者胜。呼和浩特市成立了党委、
政府主要领导“双挂帅”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领导机构，下设 7 个专项组，厘清创城脉络、专
攻难点堵点。建立了市委常委包联市四区街
道、市政府分管领导包挂创城重点工作机制，
全面压实责任、推动落实。市四区发挥创城

“主战场”作用，推动责任全覆盖、管理无漏洞、
创建无死角；社区发挥创城“主力军”作用，来
到群众身边，深入“最后一公里”，及时发现问
题、现场解决问题。

呼和浩特市在创城工作中，形成了全市上
下协调联动的工作合力，形成了全民参与、全
民创城的浓厚氛围。

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身着制服的工作人
员的身影。“走出办公室，走到一线来。”从交

管、市场监管、城市执法等职能部门到各个街
道社区，大家把办公室建在了大街小巷，在一
线常态化开展工作，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用点点滴滴的小治理，凝聚起城市文明
的大气象。

全市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落实包联责任，
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利用休息时间下沉社区一
线，打扫卫生、摆放车辆、清理小广告、宣传倡
导文明意识，不断充实基层创建力量，用“资源
下沉”托起“民生至上”。

在创城过程中，呼和浩特市还建立起对口
帮扶机制，组织专题培训，结合“走出去”学、

“请进来”讲，认真学习先进经验，建立立体
化督查体系，通过开展驻区督导、行业专项
督导、重点项目督导和第三方模拟测评，对
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每周督导通报、
督查整改。将创城工作作为干部实绩考核
的重要内容，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
核体系，落实督导检查、媒体监督、纪委问责

“ 三 位 一 体 ”工 作 推 进 机 制 ，并 先 后 出 台 了
《呼和浩特市市容卫生环境管理条例》《呼和
浩特市养犬管理条例》《呼和浩特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等城市管理法规，保证创城工
作依法有效开展。

坚定信心，同频共振，让
“创城必成”成为全市上下共
识和奋斗目标。

一 座 城 市 的 魅 力 ，在 于 颜 值 ，更 在 于 温
度。当下的首府，向上向善的文明新风随处可
见——漫步城市大街小巷，随处可以看到“做
文明有礼的首府人”“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

“永远跟党走 文明我同行”等创城标语；随处
可以看到制作精美特色鲜明的公益广告；随处
可以看到赏心悦目美轮美奂的景观小品；道德
模范的故事生动形象，助人为乐的好事层出不
穷，文明礼让的行为比比皆是⋯⋯崇尚文明、
践行美德在首府已深入人心。

11 月 2 日，正值清晨上班高峰，在海拉尔
西街和工农兵路交会处，一辆吊车轮胎突然起
火，火势逼近油箱。危急时刻，先后路过的 6
位公交车司机接力进行了全力灭火，快速处置
消除了危险；

11 月 15 日，一位 94 岁高龄老人未告知家
人出门散步时摔倒，看到的群众急忙报警，小召
前街派出所社区警务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在
老人无法详细说出居住地址等信息的情况下，
通过查找亲属信息和走访询问，及时联系到老
人家属并将老人送回家中；

33 岁的出租车司机张海兵，在出租车上捡
到乘客遗失的 30 万元巨款，面对巨款他不仅
不动心，还回到乘客下车的地方等了半个多小
时，最终通过公安部门联系到这位乘客，并驱
车亲手将巨款送到乘客手中。

⋯⋯
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更是一种向上向

善的力量，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首

府崇尚文明、崇德向善的氛围越来越浓。一位
位道德模范，一批批青城好人，浸润着每个人
的灵魂，引领着每个人的行为标准。

一直以来，呼和浩特市都把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
根基，强化道德实践，引领道德风尚。把宣传
普及价值观融入文明城市创建全过程，涌现出
青城好人 578 人，市级道德模范 356 人，自治区
级道德模范及提名奖 70 人，全国道德模范及
提名奖 10 人。与此同时，呼和浩特市强化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打造“德润青城·培
育阳光少年”“爱在青城·让心向阳”心理健康
教育、“青城石榴籽”民族团结教育等系列工作
品牌，推出“鸿雁阅读小嘎鲁”“科普大篷车”

“阳光体育竞技赛”等活动品牌，广泛开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童心向党”等系列主题实践活动。深化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建立各类志愿服
务队伍 1600 余支，注册 30 余万人，培育志愿
服务项目256个、优秀志愿服务品牌43个。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全市
1365个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第一时间招募疫情防
控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4.6万余人，志愿服务
组织 325 个，志愿服务队伍 887 支，有序开展了

“文明实践助力疫情防控”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放眼美丽青城，一个个平凡善举已汇聚成

一座城市的人间大爱，蔚然成风的善行义举，
让草原都市成为“好人之城”“幸福之城”“温暖
之城”。

崇尚文明，践行美德，让
首府成为“好人之城”“幸福
之城”“温暖之城”。

文明，是一座城市靓丽的名片，赋予城市发展生生不息的力量。
进入岁末，虽是寒冬，但首府到处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生动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认真落实呼和浩特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积极开展“永远跟党走 文明我同行”等活动，成为首府一道冬日里的亮丽风景。
呼和浩特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理念，努力创建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文明城市。
呼和浩特市，坚定地走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学良郑学良 呼和浩特日报记者呼和浩特日报记者 刘军刘军 李海珍李海珍

新城区有支走
街串巷服务群众的

“红袖标队伍”。

乌兰察布东
路街道草原社区
组织居民开展剪
纸活动。

赛罕区政务
服务中心集中开
展“ 一 窗 综 合 受
理”工作。

公 安 民 警 向
群众宣传民法典。

社区工作者和
志愿者向居民普及
疫苗接种知识。

青年志愿者开
展创城宣传。

呼和浩特市行
政审批和政务服务
局办事大厅。

家门口办理“长护险”。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开展文明餐桌主题宣传活动。

赛罕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向群众介绍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相关情况并开展义诊活动。

城管工作人员向市民宣传文明养犬相关规定。

美丽青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