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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城市发展的灵魂；文明城市创
建，是提升城市品位、提高百姓福祉的有力抓
手。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迅速成长起来
的城市家园开始逐渐暴露出从“面子”到“里
子”的诸多问题。生活于其中的广大人民群
众，对新生活有哪些新期盼、新要求，也顺势
成为城市升级的着力点。

济宁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作为民生工
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围绕的核心是人，依托
的力量也是人。“创城工作说到底是进行城市
的精细化建设，绝不是为了迎合几次检查、拿
到一块牌子，而是要坚持人以城为家，城以人
为本。”济宁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文明牵
着民生，创城的标准也对应着民生的方方面
面。城市生活中的很多文明问题都是群众“最
后一米”的小事，解决好百姓居住、出行、办
事等各方面的问题，就能让群众跨过这“一
米”，拥抱美好生活。

一条路不再“多头牵”

用“创城”标准当好“城市管家”

“以后，大家在这条路上遇到的任何问题
都可以来找我们，不用再担心部门交叉管理，
推诿扯皮了。”5月22日，车站东、西路路长，
济宁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宋科，正式
披挂上任，作为济宁第一批“路长”，宋科直
言，他们会对全路段的各项事务全权负责、一
管到底。

一条路不再“多头牵”，解决了从路上到
路下、从路面到路边的综合问题，大幅提升了
道路管理水平。目前，在完善创城网格化管理
的基础上，济宁全面推行“路长制”，由城区
各级文明单位包保583个路段，合力推动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形成了创城工作的“一
张大网”。而这，只不过是济宁借助“创城”
标准，当好让群众放心、省心“城市管家”的
一个缩影。

“路长制”的出台，源于对普遍性“城市
病”的深入调研和对策制定，是立足民生改善
的有效方法论。如果说城市就像是一个住着几
十万、甚至是上百万人口大家园，那么，如此
庞大的机体如何高效运转，直接取决于管理方
式和管理水平。为通过创城工作有效解决遗留
问题、提升管理层次、造福群众，济宁市先后
实行“6+X”城市管理联动机制、“5+1”机械
化作业模式等做法，在执法规范、机制创新、
服务保障、队伍建设方面实现了新的全面提
升。

从管理到建设，从软环境到硬设施，通过
系列手段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乡环境，是满
足群众需求的必由之路。今年，济宁市持续加
大基础设施投入，城市软硬功能不断改善，外
在形象和内涵品质得到同步提升，城市环境更
加宜居、出行更加便捷、生活更加舒心。

为保证路面畅通，解决路面破损造成的出行
不便，济宁全面启动了市直管道路的大整治、大
提升工程，为减少道路施工带来的不便，采取了
24小时不间断施工法，晚上实施快、慢车道铣
刨，铺设二灰碎石、沥青，白天铺设人行道板砖
和路沿石修整。目前，城区道路维修改造工程正
全速推进，维修车行道水稳碎石32307平方米，摊
铺沥青层246585平方米，修复雨水井盖680套，换
补雨水井箅304套，修整人行道14733平方米，起
垫修换路缘石2077米。

路面要平整、交通要有序，设施保证，同
样是文明交通的必要准备。济宁专门采取施划
停车线、设置护栏、设立引导牌标识牌、摆设
花箱等措施，积极推进非机动车停放物防建
设，新建设护栏11960米，施划停车线104360
米，停放区喷绿58978平方米，设置非机动车停
车桩6865米，设立阻车桩4737个，设立停车标识
牌63块，停车区面积达3503平方米。在加大物
防建设的同时，加大非机动车管理力度，招收
非机动车管理人员80人，招募城市管理志愿者
300余人，按照网格化管理的要求，路段包保到
人，人员落实到位。

抬头见绿、见缝插绿的园林景观是创城成
果惠及广大市民群众的直接体现。对此，济宁
开展了城区裸露地绿化治理，加强城市道路绿
化带养护管理，重点对死株、枯枝、树挂、垃
圾、破碎树箅进行清理，对缺株断垄、病害苗
木进行更换补植，对绿化植物进行整形修剪、
冲洗，补植法桐、国槐、雪松等大乔木875棵，
栽植垂丝海棠、樱花、美人梅等各类花灌木
1585棵，竹子、球类、月季和地被植物1 . 7万
株，麦冬、草坪6000平方米，完成法桐树洞修
补3300株。

“我们创建文明城市，就是要从群众普遍
关心的具体问题着手，从群众不满意的事情抓

起。”济宁市委书记王艺华说，改善生活环
境、创造文明生活，将使济宁市更加宜业、宜
商、宜学、宜游、宜居。

社区里来了文化志愿者

传统文化提升居民文明素质

4月19日，全国首个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青年
志愿者服务队在济宁成立，与传统意义上的志
愿服务不同，志愿者在开展志愿服务时，充分
借力济宁丰富的文化资源，用诉诸文化感召力
的方式教化人、引导人。如今，可以看到这些
志愿者在街头、社区、厂矿、学校开展频繁的
劝导和教育工作，除常规方式外更多的是引经
据典、讲上几个传统文化故事，用优秀传统文
化唤醒人们心底的文明意识。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济宁，作出
把孔子故里打造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的
指示，这恰与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谋而合。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建设首善之区的基础
工程。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时的
讲话精神，济宁市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制

定了《关于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快建设文
化强市首善之区的意见》，围绕打造道德建设
模范区、文明和谐示范区、儒家文化传承区，
深入开展思想道德大教育、文明行为大劝导、
“五城同创”大实践；继续开展文明礼仪宣讲
团、道德模范报告团进机关、进学校、进企
业、进社区、进农村活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广泛宣传文明礼仪知识，进一步
规范市民行为，引导人们说文明话、做文明
事、当文明人；先后推出“评模范”“选好
人”、四德工程、乡村儒学等一系列做法，让
文明的种子植根人心。

市民是“创城”的主体，市民素质是城市
文明之本。深谙此理的济宁市广泛组织市民文
明素质提升系列活动，深入开展文明规范大宣
讲、文明陋习大评议、文明劝导大实践。同步
推进的还有公民思想道德教育10项主题活动，
促进志愿服务制度化，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教育、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加强诚信宣传教
育，培育良好家风家教，实施乡村文明行动，
深化典型培育宣传，加速“道德讲堂”建设，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强化网络文明传播。其

中，“三会一访”活动是基层落实的点睛之
笔：社区每周召开一次楼长会议，每周组织一
次“居民说事·说创城”活动，每两周召开一次
居民代表会议，每月进行一次入户走访，面对
面倾听群众心声，让市民在创建中受教育，在
参与中提升文明素质。

“公益广告宣传贴近百姓、贴近实际，老
百姓喜欢看、愿意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宣传做到游客和市民
眼皮底下，让大家边走边念边学习，不知不觉
接受陶冶，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济宁市
文明办负责人介绍，济宁因此在文明宣传上下
足了功夫，广泛刊播展示公益广告，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各类生活场景，让人们
抬眼可见、举足即观。在外环路、高速及城市
出入口等重点部位路段，利用高炮、过街天
桥、公益广告小品等，设置各种形式的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公益广
告500个。640余部公交车每车每天循环播放创
城公益宣传片200余次；1561辆出租车LED显示
屏每天滚动播放创城标语口号10231次。有线电
视每天滚动播出创城宣传标语，手机短信推送

创城温馨提示880多万条。
润物细无声，文明逐渐内化为市民的自觉

行动和城市的发展基因。如今，行走在济宁的
大街小巷，市民会顺手捡起被丢弃的废纸杂
物；公共场所中，来办事的市民自觉排队、秩
序井然；公交车上，乘客给需要帮助的人主动
让出座位。市民对这些细节的改变赞不绝口、
颇感自豪：“小节不小，关系着生活的品质和
城市的形象。”“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咱老
百姓心情舒畅。”与此同时，济宁市还依托优
秀传统文化丰厚优势，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有效结合，在4个区、32个镇街、89个
社区小区积极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
园(广场)11个、主题大街7条、主题街巷32条、
主题小广场或主题小区112个，建设诚信文化一
条街2条，以特色品牌凸显“孔孟之乡、运河之
都、文化济宁”的城市形象。

强化领导 网格管理

构建创城长效机制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涵盖了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生态文明、法治环境、政务环境等
各个方面，牵涉面广、协调难度大，给组织领
导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为在创城中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运
转高效、坚强有力的领导组织体系，济宁市
委、市政府把创建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
单位“一把手”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在创城上做到亲自部署、亲自协调、亲自督
办。以两个《测评体系》为依据，捋出市政管
理、环境整治、行业文明创建、市民素质提升
等几条工作线，逐项分解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指
标，形成了领导小组牵头抓总，责任部门和单
位分级落实的工作局面，使创建工作有计划、
有步骤地扎实推进。

创城没有局外人、旁观者，每个人都是参
与者、推动者。在落实创城任务和责任时，济
宁各单位部门做到任务分解、查找问题、跟踪
督查和落实整改4个“到边到位”，把目标落实
到每个科室、每个工作人员身上，卡住每一个
时间节点。同时具体到每一项任务、每一个指
标，每一条街道、每一个门店。

然而，城市综合治理和城区居民的文明素
质问题，不是哪几个团队或哪几个部门所能独
立解决的。对此，创城之路上的济宁选择了分
而治之，将创城区划分为76个网格，由市、区
直部门和所在街道三级领导负责。责任部门发
挥职能优势，指导做好网格责任区内各个单位
的材料审核、实地考察、群众调查、整体观
察、社会宣传等工作，及时督导、协调、解决
本网格辖区内存在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处
理，不断排查充实各区填报的网格内测评点，
确保工作不漏项、无缝隙、全覆盖。

为强化监督，济宁市建立起“四位一体”
联动督导机制。启动全方位、立体式、无缝隙
检查，构建起创城办日常检查、新闻媒体持续
曝光、市民群众监督评议、第三方模拟测评相
结合的整体联动机制，推动创城管理工作长效
化、常态化。对在创城工作中存在的不担当、
不作为现象，甚至是失职渎职问题，济宁扩大
问责范围、增加问责比例，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凡是在创城中不履行职责，丢了不该丢的
分，拖了全市后腿的，就要一查到底、严格追
责，在评选优秀单位、文明单位和干部使用中
实行“一票否决”。济宁还聘请第三方测评机
构，每月进行一次模拟测评，测评结果在济宁
各媒体通报公示，对排名靠后的市直部门和镇
街进行问责处理。

济宁借助新的网络技术和传媒平台，构建文
明创建长效机制。对外，架设了“随手拍”微信
矩阵，形成全民监督、全民参与的运行系统。借
助“文明济宁”微信公众号(订阅号)、“济宁文
明随手拍”微信公众号(服务号)和济宁文明网，
打造即时的宣传报道和问题反馈督办机制。发动
广大市民把创城的美丽瞬间、发现的好人好事，
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典型不文明现象，拍摄成
照片和视频，上传到服务号。服务号后台对信息
进行自动检索后，将积极正面的内容推送到订阅
号，经管理员审核后在订阅号和济宁文明网同步
宣传；对于问题和不文明现象，经实地组审核后
派送给有关部门处理，同时推送给效能督查组，
由效能督查组跟进监督，问题办结后，通过服务
号反馈给热心市民。

对内，开发了“创城巡查系统”，形成动
态监控、即时处置的工作机制。本系统分为前
台显示和后台处置两个子系统，包括客户端和
管理端两个层面。前台显示子系统，主要是通
过大屏幕(或电脑端)即时显示各路段、各网格存
在的问题和办结情况；后台处置子系统，主要
进行任务派送、办结反馈、GPS定位等信息采
集和数据处理工作。管理端负责任务派送、问
题督办、办结反馈。

志愿者文明服务

特色文化街巷竹竿巷

农贸市场实行超市化管理 加大不文明交通行为整治力度，交通秩序明显改善

低碳环保进课堂

社区工作者热情服务

济宁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广场

太白湖新区城市道路整洁绿树成荫 任城湿地春意盎然 济宁高新区科技新城

人以城为家 城以人为本
——— 济宁以人为本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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