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30日，2021年全国文
明城市年度测评结果出炉。
在全国114个地级文明城市
中，淄博市位列第29位、山东
省第1位。

没有一顶桂冠可以轻松
摘得。作为全市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的主战场、主阵地，淄
博高新区顺利通过中央和省
市测评组测评，基本实现“不
失分”的目标。

大家可能还不清楚，基本
实现“不失分”有多么难。

2021年新版《中央文明城
市测评体系》含９个测评项目，
72项测评内容，140条测评标
准。与2018年版体系相比较，
有近70条测评标准进一步细
化丰满。由此可见，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是一项覆盖面广、牵
涉面大、关联度高的社会系统
工程。

淄博高新区加上代管的
淄博先进制造业创新示范区，

辖区227.42平方公里，面积扩
大了一倍，城市社区及农村村
居数量众多。在全面创城、全
域创城的目标任务下，淄博高
新区的创城工作体量大、任务
重，与其他区县相比一点也不
轻松。

你 知 道 工 作 量 有 多
大吗？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期间，
淄博高新区创城办先后接收
市 督 办 单 121个 、督 办 事 项
8199项，下发区督办单368个、
督 办 事 项 9 5 6 条 ，整 改 率
94.51%；筹资2400万元，对
23个老旧小区提升改造，修复
破损道路5.4万平方米、整理
飞线3883根、增设停车位1384
个、新建充电车棚74个、粉刷
墙立面6.6万平方米、粉刷楼
道内墙1.35万平方米、新增单
元门132个，提前启动金信银
都花园、金信家园、中德花园
改造提升计划；新建和改建公

园、游园11处；33条主要道路
的3000余家沿街业户实现“门
前五包”落实情况全过程图文
资料清晰可查；在万杰路绿化
带内建设48个非机动车停车
位，可停放500余辆共享电动
单车；提升改造完西四路、西
六路、鼎宏路、南营路、南营路
东三巷、泰美路、向阳路、铭波
路、彩虹路等10条道路和部分
公共停车场的1500余个车位，
主次干道及社区村居应划尽
划停车泊位40000余个；清理
占道经营商户83户、流动摊点
57个，整治烟酒、彩票售卖点
2 8 处 ，有 效 净 化 校 园 周 边
环境。

一个个数字反映出一项
项实打实的工作成绩，但淄博
高新区的追求不止于此，淄博
高新区不是每分必争，而是每
0.1分，甚至0.01分都要努力争
取。

淄博高新区文教卫中心

与淄博市图书馆、四宝山街道
新空间社区联合打造城市书
房新模式，助力“五好城市”创
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满足新时代群众的多样化
文化需求；对辖区内文明实践
所、站建立星级品牌评定机
制，打造示范样板，树立工作
标杆，形成良好的品牌示范带
动效应和“比、学、赶、帮、超”
的浓厚氛围；淄博市交通运输
局、高新区文教卫中心、高新
区交警大队联合淄博市公交
公司开发区分公司开通高新
区助学线路，缓解学生上下学
时段学校门前交通拥堵问题；
设置“爱心头盔”发放点23处，
发放爱心头盔43000余顶，劝
导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
37000余人次，开具劝告单
8000余份，启用智慧劝导系统
劝导19360人次；全区600余支
志愿服务队、近万名志愿者，
145个社区村居志愿服务工作

站，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务站
点29个，先后开展各类志愿活
动1840余场次。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86项，开展活动
680余场次。

文明始于心，实践始于
行。淄博高新区把创建文明
城市作为增强群众“幸福感”
的最大民生工程，作为优化营
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作为锤炼
干部转变作风的“练兵场。全
程创建、全域创建、全员创建
路径，构建“五位一体”工作机
制，协同发力、系统推进，推动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向制度化、
规范化、数字化、常态化迈进，
持续开展“沉浸式”创城。淄
博高新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受到了淄博市委宣传部的充
分肯定和认可，顺利通过中央
和省市测评组测评，基本实现

“不失分”的目标，交出了文明
城市创建的高分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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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顶桂冠可以轻松摘得
■ 相关评论

一座城市，因为有爱，才会
变得更加温暖；一座城市，因为
有爱，才会令人更加向往。

便捷的饮水点、高标准的
母婴室、无障碍卫生间……淄
博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内完
善的硬件设施，从细微处入手
满足办事群众的需求。身着

“帮办代办”字样蓝色马甲的
工作人员佩戴扩音器，在熙熙
攘攘的社保专区不停地为群
众讲解政策、义务提供“帮办
代办”服务。总是忙个不停的
她们，被前来办事的群众亲切
地称作“贴心小蜜蜂”。在迎
接创建国家级文明城市测评
工作中，淄博高新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积极组织志愿者做好
挂包点位的卫生清理、停车秩
序维护、交通疏导等工作，以
高质量文明标准为工作准则，
让“志愿蓝”为文明城市增添
幸福底色。

为进一步凝聚退役士兵

建功立业的力量，淄博高新区
群众工作部依托黑铁山抗日
武装起义纪念馆，建成了淄博
高新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教
育基地，积极组建“新长征”老
兵志愿服务队建功大队，并启
动“创建文明城市红火炬退役
军人巡访团”，发扬志愿精神，
利用“爱淄博随手拍”小程序
随时记录城乡文明交通秩序、
市容环境卫生及市民文明行
为、文明美好瞬间。创城期
间，群众工作部工作人员与退
役军人一起，对辖区电线杆、
房屋墙体上的“牛皮癣”广告、
主次干道旁杂草、背街小巷卫
生死角、门前屋后乱堆物料等
进行地毯式清理，300余名退
役军人走上街头维护交通
秩序。

自2021年8月初开始，淄
博宝山管理中心创新打造“红
色星期六”志愿服务品牌，村
居社区建立“红色星期六”志

愿服务队，每周按时开展环境
卫生大整治志愿服务活动，形
成常态长效品牌模式。同时，
结合党建“一网三联”工作，全
面推进楼长制、片长制落地落
实，将创城迎检作为“一网三
联”试运行阶段的具体探索实
践，开展积分兑换电动车头
盔、积分兑换洗化品等活动，
居民参与创城的积极性和自
觉性显著提升。

在淄博高新区，志愿服务
队伍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红火炬”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者的身影，活跃在街道
社区、城区路口、文艺舞台。
在社区，志愿服务者清理楼道
卫生、小广告，清理公共区域
散乱垃圾、落叶，维持非机动
车停放秩序；在主干道路口，
志愿服务者在协助指挥交通；
在公共场所，志愿服务者在捡
拾垃圾；在公交站点，志愿服
务者帮助维持上下车秩序、整
理乱摆乱放的共享单车……

文明始于心，实践始于
行。志愿服务者用实际行动，
让淄博高新区变得越来越美
丽，让文明之花的芬芳沁入更
多市民的心。

在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
作中，淄博高新区注重发挥志
愿服务力量、弘扬志愿精神，
让志愿者成为城市文明的传

播者、践行者和推动者，同时
不断推动志愿服务活动制度
化、常态化。2021年，淄博高
新区精心打造了华侨城社区、
亚运村社区、傅山村、赵庄村、
北石村、江西道村等文明实践
典型，全区共有600余支志愿
服务队、近万名志愿者，提升
打造了145个社区村居志愿服
务工作站，建成公共文化设施
志愿服务站点29个，先后开展
各类志愿活动1840余场次。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面向社会
征集“学党史、共陪伴”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86项，综合运用
各类阵地开展“三级书记讲党
史”“红色故事会”“凉亭底下
话党史”、送“学”上门、红歌传
唱、文艺演出等活动680余场
次。淄博高新区成立“红火
炬”志愿服务总队和“党员暖
心”“法律援助”“益民之舟”

“多彩文化”“教育便民”等29
支专业队，围绕营商环境、产
业发展、脱贫攻坚、科学普及、
生态环保、文化医疗、疫情防
控等方面，针对企业发展、空
巢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
不同群体，开展了“帮办代办”

“关爱空巢老人”“阳光成长”
“邻里守望”等主题志愿服务
活动，着力破解社会难题，促
进志愿服务融入社会治理。

淄博高新区结合自身实

际，将城市建设与精神文明建
设融为一体，大力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创新
开展了文明实践站“星级评
定”，文明实践站向企业、园区
延伸，打通了服务企业、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淄博
高新区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
机。文明的素养是装不出来
的，是融入到骨子里的涵养。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中，老百姓有了
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创城迎评期间，淄博高新
区上下步调一致，工作中不分
彼此、互相靠前一步，以决战
决胜的气势，凝聚创城最大合
力。志愿者在重要路口、重点
公共场所、重点路段积极开展
文明劝导、维护公共秩序、清
理环境卫生等志愿服务工作，
展现出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和
精神面貌。淄博高新区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受到了淄博市
委宣传部的充分肯定和认可，
顺利通过中央和省市测评组
测评，基本实现“不失分”的目
标，交出了文明城市创建的高
分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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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弘扬扬志志愿愿精精神神
共共筑筑

志愿者在清理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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