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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化区 古城新韵入画来

安次区 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河北日报记者 刘雅静
通讯员 孙明鹏

天气渐暖，万物复苏。享有“京西
第一府”美誉的古城宣化处处充满生
机。站在城北的清远楼上向南远眺，镇
朔楼、拱极楼一字排开，气势雄伟、恢
宏大气，重现明代军事重镇风貌……

就在几年前，张家口市宣化区俗称
“六里十三步”的老城内，聚集起40多
万人口，繁华的背后是日益凸显的交通
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长期以
来基础设施欠账多，城市管理难度大，
百姓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省级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开展以来，
宣化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

理念，明确了保护古城、疏解老城、建
设新城的发展定位，把创建工作作为最
大民生工程，以破解城市拥堵之弊为抓
手，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打响了一
场前所未有的攻坚硬仗。

“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宣化正
在与南京、西安等八个城市的明清古城
墙，共同打包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擦亮
军旅、工业、教育、陶瓷、玛瑙等源远
流长的地域文化名片，积极申报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城。”宣化区副区长田进刚
介绍，近年来，宣化区加快推进实施古
城保护工程，重点打造了察哈尔和庙底
街两大历史文化街区，修复了古城墙及
角楼、城门楼等城防设施，逐步形成一
个以明城墙为主线，融古城特色和现代

都市风貌为一体的明城墙风光带。
“现在的宣化今非昔比，过去那是

旧城墙老城根，如今高铁开进了宣化
区，修复的城墙恢宏气派，门楼高大雄
伟；城区里整洁干净、交通有序、绿树鲜
花，环境越来越好；邻里间，友善互助的
故事多了，吵闹不睦的行为少了……”
在宣化区中山广场散步的居民王占军谈
起城市变化深有感触。

为满足群众对幸福宜居生活的期
盼，该区大手笔拉开城市框架，拓展公
共服务功能。去年对主城区 41 条道路
进行集中改造提升，当年9月份就全部
竣工通车。排查整治“低速电动车”
550余辆，施划停车位6000多个；新建
改建卫生公厕 35 座，倡导和推进单位

厕所对外开放，在原有开放 61 座的基
础上，新增 35 座；启动棚改项目 20 多
个，3000多户居民告别了低矮破旧、污
水横流的“棚户房”，住进了设施一
流、功能齐全的单元楼。

城市的堵点在哪，创建的脚步就到
哪。宣化区一些背街小巷有马路市场，
马路市场占道经营的行为，阻碍了交通
的畅通。该区采取疏堵结合的办法，吸
引社会资金，新建便民农贸市场 5 个，
依法取缔临时马路市场 15 家，将其他
15 家马路便民市场纳入全天候规范管
理，做到便民利民不扰民、不影响市容
环境。

当宣化这座古老的城市焕发出迷
人光彩之时，正是这座城市的凝聚力
增 强 之 日 ， 2020 年 底 ， 宣 化 区 喜 获

“河北省文明城区”称号，宣化人无不
为 之 欢 欣 鼓 舞 。 文 明 创 建 ， 只 有 起
点，没有终点，宣化永远在路上，从
容、努力地前行。

□河北日报记者 孟宪峰
通讯员 张 欢 孟 丹

漫步在廊坊市安次区的大街小巷，
“志愿红”像一道流动的风景；徜徉于
风景怡人的广场公园，制作精美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公益广告
随处可见；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
社区不断涌现，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引
领群众向善向美……从城市到乡村，从
地方到企业，从部门到行业，从干部到
群众，携手共建幸福美好家园已成为安
次人的共识。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安次区积
极构建强有力的指挥体系，探索建立起

“指挥调度、现场督查、常态督导、日
常考核”四项机制，扎实推进文明社
区、文明村镇创建，全面提升城市综合

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按照“逢六”集中上街要求，该
区大力整治市容环境、乱停乱放、违
规店外经营等城市管理突出问题，全
面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和服务水平。同
时加快推进永华道、瑞丰道、育才路
等断头路打通工程，同时落实交通管
控任务，成立文明交通引导小分队，
动员文明志愿者早晚高峰时段，在重
点 岗 点 协 助 交 警 执 勤 ， 播 放 文 明 音
频，倡导文明通行。

在乡镇，突出抓好标杆示范村镇创
建，投入7164万元，完成8个乡镇、89
个示范村街联村道路和背街里巷硬化绿
化工程，治理坑塘 633个，清除残垣断
壁665处，拆除私搭乱建3413处，拆清
空间80万平方米，增设公益广告1万余

处，集中打造东风村、宋王务村等一批
典型，带动实现村镇环境干净整洁、管
理规范有序。

在城区，针对群众反映的小区内私
搭乱建、占用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等不文
明行为，区政府督促落实执法主体责
任，形成人尽其责的精细化治理格局，
提升居民小区精细化管理水平。对兴安
明珠、元辰等大型商超及盛泽、顺安等
农贸市场进行改造提升，为群众提供安
全舒适的购物环境。

市容市貌是“城市之脸”，是社会
文明的“窗口”。安次区积极开展“洁
城”行动，全面整治占道经营、乱贴乱
画、乱拉乱挂等行为，打造了顺安道、
永安街等一批背街小巷示范点，市容市
貌整体得以提升。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根本，该区深入推进各级各类道
德模范评选活动，着力发挥示范引领
效应，形成道德模范辈出、身边好人
遍地开花、“最美人物”层层涌现的喜
人局面。

文明城市创建带来的不仅仅是城市
“颜值”的提升，还有暖暖的为民情
怀。该区广泛开展“提质提效、文明服
务”创建竞赛评选活动，窗口单位工作
效能、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成立志愿服务联
合会，在社区、文化站、市场等点位建
立志愿服务站，区直部门志愿者联合分
包社区、路段，常态开展以“廊坊有
礼、文明健康”为主题的 12 项行动，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与此同时，安次区大力普及工作生
活、社会交往、公共场所等方面的文明
礼仪规范，深入开展市民文明公约和各
种行业规范教育实践活动，在未成年人
中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使
文明新风成为城市最美的底色。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

粉刷一新的墙面白净亮洁，平整的
水泥路宽敞干净……蓝天白云下，衡水
市桃城区国税局生活区处处春意盎然。

就在两年前，这个小区的环境还让
人苦不堪言，“20 多年的小区，不仅破
旧不堪，雨污管道堵塞更是让人难以忍
受。”说起改造前的小区，老住户吴春
胜一脸苦涩。

2018 年以来，桃城区牢牢坚持以
“创建为民，为民创建”为中心，先后
印发《衡水市桃城区创建省级文明城区
实施方案》 等 21 个专项文件，深入开
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不断推动创建工
作向制度化、常态化迈进，全面提高城

镇建设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城乡居民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努力建设环境优
美、秩序优良、服务优质和人民群众满
意的文明城区。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关乎千家万户，
桃城区坚持把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作为一
项重要的民生工程。3年来，共改造老
旧小区 232 个，涉及 29055 余户。国税
局生活区便是其中之一。

“现在不仅环境好了，乱扔垃圾的
也没了，乱停乱放的更是不见了。”吴
春胜深有感触地说，文明城市创建带来
的不仅是环境的改变，也让居民的文明
素质大大提升。

随着老旧小区的“蝶变”，城市气
质也在不断提升。该区完成了人民东

路、胜利东路、京衡大街等7条道路的
雨污分流改造。对康宁街、自强街等次
干道、背街小巷进行了改造提升。同
时，在次干道、背街小巷、生活小区周
边等人流量较大的重点区域施划 3350
余个停车位，增设分类垃圾箱、果皮箱
等3780余个，粉刷污损墙体170余万平
方米，新增消防设施 400余套，维护更
新路灯 320余盏，城区基础设施、环境
秩序得到明显提升和改观。同时，全区
13个便民市场集中整治，全面提升了服
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文明城区创建，不仅政府在行动，
市民们也纷纷参与，共建美好家园。

桃城区坚持以创建省级文明城市为
统领，把核心价值观体现到创建工作的

各个环节、融入广大市民的生产生活之
中，通过开展先进典型评选、“提质提
效 文明服务”创建竞赛、文明交通劝导
志愿行、“小手拉大手 共创文明城”等
活动，积极发挥道德模范引领作用，大
力弘扬社会正能量，激发市民向上向善
向美，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如今，在街头巷口，经常看到身穿
红马甲的志愿者，他们或专注于清理街
头垃圾，或协助交警维持交通秩序。在
社区，全区 67 个单位部门工作人员定
期以志愿者的身份逐户走访分包小区，
畅通民意渠道，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该区定期开展“访千楼万
家 创文明城市”、社区环境整治、公
益性志愿服务。2020年以来，先后组织
开展国家安全、消防安全、扫黑除恶、
文明养犬、抵制传销、小广告整治等特
色主题集中宣传活动 60 余次，发放宣
传品 30 万余份，一抹抹“志愿红”已
成为文明城区创建的底色。

□河北日报记者 任学光
通讯员 史晓莉

初春时节，穿过平整、洁净的街道，
在街边游园、小区凉亭里，在公园的长椅
上，三三两两的井陉矿区居民围坐在一
起，聊天、下棋，享受着春日里的惬意
生活。

近年来，井陉矿区将文明城市创建
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下足“绣花”功夫，不
断刷新城市“颜值”，持续提升市民文明
程度，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以前去超市买东西最害怕的就是
停车，现在再也不担心了。”近日，到建
华超市购物的居民张笑步将车停到中

纬路停车场，步行几分钟就到了超市。
张笑步说，以前这里是城区的一个旧菜
市场，新菜市场建成投用后，这个地方
被改造成了便民停车场，方便了群众
停车。

为解决群众停车难问题，该区从实
际出发，进一步明确停车区域、划线规范
停车，在城区主街主路、居民小区增设地
面停车位 1.2 万余个。同时，合理规划、
新建停车场5个，增加停车位1300余个，
有效缓解了停车难问题，将群众的“烦心
事”变成“暖心事”“顺心事”。

家住井陉矿区汇景嘉园小区的居民
王东乱，打开窗户就能看到杏花沟生态
公园。这座利用采煤塌陷地建成的公园

占地 1500余亩，三季有花，四季常绿，处
处是景。“俺做梦也没想到采煤塌陷区会
变成美丽的城市花园。”作为土生土长的
井陉矿区人，王东乱说这样的变化得益
于文明城市创建。

让群众于细微处感受城市温度，
是文明城市创建应有之义。该区实行
区级领导“街长制”，以微信群为平台
畅通群众反映问题绿色通道，让城市
管理更精细更精美更精致；推行“政
府出钱租房、早点摊户免费进屋”服
务 ， 在 主 次 干 道 设 置 政 府 补 贴 早 点
铺，既解决了占道经营“顽疾”，更让
摊贩在刮风下雨之时有了“庇护所”；
在城区公园广场、主次干道等人流密

集场所设置可充电、可自动连接 WiFi
的休闲椅等便民设施 216处，完成人民
公园改造提升，利用闲置空地建设了
街头游园、街头绿地 19 个，城区绿地
率达到40.34%。

文明城市创建让群众得到了实惠，这
份深深的获得感又转化为无穷的志愿服
务力量，融入到创建中。2018年以来，该
区调动群众力量参与文明城市创建，面向
社会招募义务监督员，先后组建了市民文
明监督团、创建义务监督员等队伍，监督
员们深入全区创建重点部位开展督导，累
计开展各类督导1270余次。

目前，该区志愿者登记注册 1.5 万
人，建立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105个，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3万余次。日新月异的城
市风貌、靓丽整洁的街道、安全通畅的交
通、文明有礼的市民……融汇成井陉矿
区的文明“底色”，丰硕的文明成果惠泽
千家万户。

桃城区 文明风来满城春

井陉矿区 文明让城市更有“温度”

□河北日报记者 王育民
通讯员 何 川

初春时节的清晨，在开平公园，塑胶
跑道上已有了许多晨练的居民。

“文明城就是好，让咱这公园变了
样，早上一睁眼，就想到这儿跑跑。”家
住西新苑社区的王素霞高兴地说，过去这
里部分景观设施损毁老化，唐山市开平区
对其进行改造提升并于去年完工，不光提
升了城市颜值，更满足了市民对优质生活
环境的需求。

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文明城市创建带来
的幸福感、获得感，是开平区文明城创建
不变的初心。

近年来，开平区以文明城创建为契机，
不断补齐城市建设短板，优化整体环境质
量，提升城市文明水平。2020 年 12 月，荣
获“第二届河北省文明城区”称号。

“推进文明城创建，不仅是一项政治
任务，更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不仅
是为了拿牌子，更重要的是要塑造城市
良好形象，提升城市软实力，推进开平
更 好 更 快 发 展 。” 开 平 区 委 书 记 张 永
新说。

8个棚户区改造工程，新建和翻修12
条城市道路、8座上跨及下穿桥，实施老
旧小区、背街小巷、地下管网、绿化亮化
等改造工程 76 个……在开平区的东湖片
区，曾上演了一场浩大的生态修复和改造
提升行动。

这里曾因煤矿无序开采，“散乱污”企业非法经营，
区域内道路坑洼不平，堆场、料场星罗棋布，成为横亘于
开平区与主城区之间的“城市裂痕”。

通过实施生态修复和改造提升工程，原来的“城市裂
痕”华丽变身为“城市后花园”。

生态修复之路，离不开综合整治。开平区严厉查处市
场外溢、欺街占道等违规经营行为，加强交通秩序整治，
并投入4.5亿元，开展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共清运垃圾70万吨，拆改1.25万处，改厕4万座，
硬化村村通、户户通道路38.5公里。

同时，开平区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理念，不断巩固和深化创建
成果。

在开平区的大街小巷，总能见到一群“红领巾”的身
影。他们拿着铲子抹布，一边清除电线杆等地方的小广
告，一边擦拭公共设施，形成了一道亮丽风景线。

以开展“争做少年先锋、共创文明城市”主题实践活
动为主要内容，开平区充分发挥环境的引导教化作用，不
断提高广大群众对创建文明城市的知晓率、支持率和参
与度。

同时，开平区还让“身边人”讲好“身边事”，用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通过组织开展文明家庭、“十
星级文明户”“新时代好少年评选”等评选活动，使文明
行为比学赶超成为新风尚。

文明路上没有终点。开平这座古镇正在新时代的画布
上，用更精细的画笔描绘文明之花，让群众持续享有文明
红利。

□河北日报记者 刘禹彤

坑洼的路面平坦了，绿化美化后的
街区漂亮了，医院门前的救护通道更通
畅了……如今，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让
迁西县百姓赞不绝口。

让大家满意的不只是市容环境的改
善，还有市民素质的提升。这一切都得益
于迁西县文明县城的创建工作。近期，该
县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被评为省级文明县
城，天蓝地绿水净人美的“文明蓝图”让
这个享有“栗乡”美誉的小城越变越美。

“栗乡”之美，美在志愿服务。“楼道
内的小广告不见了，垃圾乱堆乱放的现象
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小区又精神起来
了。”迁西县税苑楼小区居民万守华感慨
道。本着“群众需求在哪里，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就到哪里”的宗旨，迁西让社区居
民“出题”，每周确定一个社区文明实践
活动主题，每周六组织活动，参与志愿者
累计达 5000 余名，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300余场次。此外，群众参与，共建共
享。开展“访千楼万家、创文明县城”活
动，入户走访群众2万户，征集归纳意见
建议 13 类 1000 余条；开展机关企事业单
位与居民小区结对创建活动，实现全县
185个生活小区门楼长制全覆盖。

“栗乡”之美，美在环境提升。三屯
营镇高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郭中华带领村民
齐心努力，清掉了积存的垃圾，大家还在
门前屋后种上了油葵、芍药，吸引了不少游人来这写生、
摄影……在文明县城创建过程中，为了改善城乡环境，迁
西在全省率先开展以“全域生态庭院”创建和“五清三建
一改”为重点的村庄清洁行动，通过定期开展观摩拉练、
考核评比等活动，让村村都美丽，户户都干净。过去一
年，全县清理生活垃圾 21.5 万多立方米，拆除各类违建
3.4 万处，清理塘沟 84 万平方米，农村垃圾清理率达
100%。为了促进乡风文明，建设标准化综合文化服务站
16 个，完成农家书屋全覆盖，积极推进乡风文明、移风
易俗、村庄美化，全面开展“一规四会”工作，已建成高
标准乡风文明示范街50条，创建美丽庭院示范户8729户。

“栗乡”之美，美在人心。在文明县城创建的进程
中，迁西注重发挥道德楷模的先锋引领作用，以他们的先
进事迹感动社会、感动百姓。连续开展 12届道德模范评
选，广泛开展“文明迁西、德耀栗乡”进机关、进社区、
进企业、进农村、进校园、进网络的“六进”活动，促进
居民文明行为的养成。近年来，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
想道德水平不断提升，涌现出一批道德模范、时代新人和

“栗乡好人”典型，全县已有 1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5 人入选“中国好人榜”，2 人被评为河北省道德模
范，118人次被评为市、县两级道德模范。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
通讯员 苗凤强

3 月 8 日，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
在阜城湖公园滨湖喷泉广场上，音乐喷
泉翩翩起舞。广场上，人们随律而动，
因声而舞；环湖跑道上，骑行者正在进
行一场你追我赶的友谊赛；碧绿澄清的
湖面上，水鸟悠闲自在，深受摄影爱好
者的青睐。

创建省级文明县城以来，阜城县坚
持把补齐民生短板、办好民生实事作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实施便民之举、利民

之策，吹响城市建设号角。推进绕城绿
化带建设、公园绿化提升行动，打造阜
城湖、刘林干渠等环城水系，实施民心
河整治、古城河整治、道路升级改造等
一批民生工程，修建了全省一流的县级

“五馆一中心”，城乡环境、城乡品位、
城乡功能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为让群众享受文明城市创建红利，
阜城县深入开展公共场所治乱、市场建
设便民、“厕所革命”等综合整治；持
续推进背街小巷环境卫生整治、城市清
洁行动、交通秩序集中治理；严格落实

“门前三包”，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持

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优化了城乡细
胞，提升了城乡文化品位和文明程度。

清理小广告、义诊、疏导交通……
春风拂面，嫩柳抽芽，干净整洁的阜丰
广场上，一群来自阜城星火义工的志愿
者们正手拿垃圾袋，认真捡拾路面及绿
化带内的垃圾；县医院的志愿者们热情
地为群众测量血压、分发健康知识宣传
资料；司法部门的志愿者们将法律知识
送到居民家门口。

创建文明县城没有旁观者。阜城县
把创建省级文明县城作为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

途径，持续深化道德实践，塑造文明城
市之魂。组织开展了“时代新人阜城好
人”评选活动，推出了一批道德模范，
激励和带动居民培养良好的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争做

“家庭中的好成员、单位中的好职工、
社会中的好公民”。

同时，搭建市民乐于参与、便于
参 与 的 创 建 平 台 ， 组 织 开 展 灵 魂 铸
造 、 风 尚 培 育 、 诚 信 建 设 、 志 愿 服
务、典型引领和文化传承等文明社会
风尚行动，让文明之风在相互传递中
蔚然兴起。

干净宽敞的道路、井然有序的交通、
优雅宜居的社区、自在舒适的环境……
漫步阜城，文明之风犹如雨后甘霖滋润
大地，盛开的文明之花吐蕊散香，沁人
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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