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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共建文明城 千年银城新风劲
同安区以优异成绩进入2022年度全省文明城区创建工作测评前十名

▲同安区志愿者们开展慰问关心孤寡老人志愿活动。

▲同安区好宜升志愿服务队走进山村，开展慰问关爱活动。

▲同安区“展志愿风采 创文明典范城”志愿者文化节活动
上，志愿者们精神抖擞。

▲同安区好宜升志愿服务队走进白交祠村，开展“高山上
的阅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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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日前，福建省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2022年度测评结果公
布，同安区获省委文明办通报
表扬，进入全省文明城区创建
工作测评前十名，彰显千年古
城的新时代风采。

成绩背后，是同安全区上
下坚持一盘棋、凝聚一条心、
合成一股劲的奋进历程。去
年以来，同安锚定争创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目标，紧扣“文明，
让同安更美好”总目标，坚持
创建利民、创建为民、创建惠
民，以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
机制、形式新颖的创建手段，
为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展现同安作为、谱写同安
篇章。

“城中村”变身“城中景”，
昔日脏乱差的城市洼地，成了
活力无穷的宝地——祥和街道
西湖社区，10多年历史的猪圈
被清理了，腾出居民休闲纳凉
的公共空间；大同街道朝元社
区，仅19天便完成12个卡口
建设，推动社区网格闭环管理；
西柯街道官浔社区，常年拥堵
的进村路焕然一新，成为繁华
便利的“网红街”……

在整个同安，城中村内的
居住人口近60万人，交通秩
序、卫生保洁、垃圾转运等都是
摆在眼前的难题。区委区政府
以前所未有的决心，直面同安
最大痛点，实施城中村专项整
治行动。

为此，同安区制定15项规
范标准，从公益广告设置、市民
文明素养、市容环境及卫生保
洁、基础设施维护等方面对三
批38个城中村试点村的整治
提升工作进行指导与考评，列
出问题清单、督促整改落实，攻
克顽疾痼瘴。

如今，环境卫生不断优化、

居住品质不断提升、城市颜值
不断刷新、潜藏活力不断激发，
城中村居民脸上的笑容成了最
生动的注脚。“城中村的整治是
同安在文明创建过程的一个缩
影，我们多方面入手，确保文明
创建工作有力有效，让城市面
貌更美好、群众生活更幸福。”
同安区委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去年以来，同安深入开展

“5+4”专项整治行动，即在深
入推进全市五大专项整治行动
的基础上，同步开展空中缆线、
电动自行车、老旧小区、城中村
四个专项整治行动，着力破顽
疾、补短板，让群众畅享文明城
市创建带来的获得感。

专项行动，逐一突破；认清
问题，逐一解决。同安区逐步形
成项目化、标准化、清单化的工
作模式，把问题摆上台面，去年
共发现文明创建存在各类问题
17337个，其中，市容市貌问题
10737个，交通秩序问题1961
个，市政设施问题741个，环境
卫生问题3834个，其他类型问
题64个，整改率9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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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创建不是某个部门、
某个单位的“家务事”，而是全
区上下的共同责任。为了让监
督更全面、更长效、更精准，去
年初，同安区率先全市成立了
区、镇（街）两级文明创建常态
化工作指挥部，进一步完善“日
督查、周调度、月测评、季反思”
和“晾晒评比”机制，直面该区
文明创建“起步晚、弱点多”的
问题。

通过建章立制，同安区各镇
街书记扛起第一责任，纷纷下沉
到一线联合办“会诊”、当场开

“处方”，逐渐在全区范围内形成
“你追我赶”的创建氛围。

每个人都是文明的践行
者，同时也是文明的监督者。
去年7月，“同安文明卫士”2.0
升级版重磅发布。这次升级，
顺应了共创文明典范城市新形
势，对标高标准，发动更全面，
考评更精细。

市民走上街头，照片一拍、

手机一传，自动定位不文明现
象所在地，即可实现上报，推动
督查职能下移，形成了全民共
管、全民参与的创建格局。

如今，同安区建立起“扁平
化一体化运行、平战结合快速反
应、常态化差异化考核、组织队
伍经费保障、问责问效奖惩激
励”等5项工作机制，进一步研
究完善提升“门前三包”“快速修
复”“同安美”智慧平台等机制，
推动文明创建常态化。

“把文明创建工作做在平
日、做成常态，以钉钉子的精神
啃下‘硬骨头’，用群众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来展现文明创建工
作成效。”同安区委文明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发动各级各部门
把文明创建有机融入日常工
作，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构建
起抓在经常、严在日常的常态
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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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常态工作机制
的基础上，如何落实精细
化管理？同安区按照各职
能部门、镇街职责，合理划
分726个网格责任，并制定

《全国文明城市、省级文明
城区实地测评点位职责

“五定”工作方案》，做到
“定岗、定人、定责、定标
准、定时效”五落实。

列出分工表、划清责任

田，同安区充分发挥网格化
社会服务管理优势，推动社
会服务管理重心下移，做到
网格清晰、全面覆盖，确保
管理区域无盲点、管理对象
不遗漏。此外，采取“网格
吹哨、部门销号”方式，变被
动应对为主动发现，及时收
集、处理群众生活中的困难
和问题，切实为基层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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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项目
“高山上的阅读”首次获得全国性奖项
——去年11月，该项目在第六届中国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获评铜奖。
这个项目，是同安区好宜升志愿服务
队探索精准帮扶农村儿童的新实践。

志愿者们翻越高山，把阅读送到
乡村，几年来往返车辆里程数累计一
万多公里，相当于厦门往返北京3次。
如今，他们摸索出“主题课程+陪伴阅
读”的经验，为高山孩子量身定制志愿
服务内容，即在阅读陪伴之余，组织孩
子开展徒步远足、趣味游戏、篝火晚
会、集体庆生和植树造林等活动。

“高山上的阅读”项目是同安志愿
服务的一个生动特写。截至去年，同
安区共有注册志愿队伍1595支，注册
志愿者达到100560人，同比新增383
支队伍30144名注册志愿者，香溪社
区获评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文明
之花在同安区全面绽放。

文明之花离不开文明沃土的滋
养，志愿者也离不开文明阵地的支
持。同安区不断推进全国第二批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中心试点区的建设，深
化协同联动的运行管理机制，在市文
明实践中心年中考评成绩中排名第二
名。以建成的1个实践中心、11个实
践所、140个实践站、1168个阵地岗和
3567个实践岗为五级阵地，各级志愿
者积极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与此
同时，同安区强化各类资源的统筹融
合机制，推动实践中心（所、站）融合党
群服务中心等阵地、人员、队伍、项目，
实现152个老年大学教学点全覆盖，
建设7个复兴少年宫，推动公益法律顾
问进实践中心（所、站），持续下沉资
源，形成优势互补。

从线下阵地走向线上平台，同安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智慧云平台进一
步优化，完善了群众点单、阵地派单、队
伍接单、百姓评单的“菜单式”实施管理
模式，云平台使用量累计超过1000万
次，成就实实在在的惠民之举。

注重文明风尚培育，涵养文明内
涵，同安区以“培育同安文明自觉，增
强文化自信”为主题，推出“同娃”这一
具有同安特色又憨态可掬的同安文明
代言人。

红砖色的上衣、灰瓦色的裤子、古
厝石窗般的口袋、形似燕尾脊的发型，

“同娃”身上众多元素取自闽南古厝。就
连“同娃”的名字也是“同安”的闽南话谐
音，念起来十分亲切。同安区不但推出

“同娃”系列表情包，推出“同娃有说法”
“同娃学榜样”等一系列文明培育活动，
还让它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公益广告中，
潜移默化地培育“我热爱、我参与、我提
升”的“同安文明自觉”。

“我们始终坚持创建靠民理念，把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贯穿
于文明创建全过程。”同安区委文明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文明培育的重点，在
于引领广大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说文
明话、行文明事、做文明人，让人人成
为文明典范之路的践行者、受益者。

去年以来，同安区提出以“同安美”
为总目标、总统领、总形象，打造“同安
美”文明创建总标识，扎实开展心灵美、
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生态美等五项
工程，通过“同安美”品牌引导群众文明
习惯，培育“同安文明自觉”。同时，实
施“银城文明引力波”公益广告建设，营
造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浓
厚社会氛围；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打造网络媒体矩阵，以多角度、接地气
开展同安文明自觉宣传，连续多季度文
明宣传获省级表扬，多次蝉联全市第
一，引导市民群众不断提升文明意识，
培育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随着文明新风渐入人心，移风易俗
工作也水到渠成。同安区充分利用“同
安文明卫士”移风易俗App，严格落实
申报审核工作，去年全区累计简办白事
2300多场次、缓办喜事2300多场次、
停办各类民俗日活动近600场次，累计
为群众节省开支超约3.4亿元。

同安区大学
生乡音志愿
服务队在五
峰村开展助
学支教志愿
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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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志愿服务力往一处
使？同安区紧抓主题行动，让爱心
更出彩。

去年以来，同安区拓展“同心未
爱”家庭指导中心、后炉社区“爱心
助残驿站”、官浔小学、祥文社区、东
海社区、第二外国语学校、大同中心
小学等7个爱心平台；开设“爱心餐
饮店”公益项目，搭建起8家“爱心餐
饮店”，为214人次临时困难群众提
供“爱心餐”；设立10处爱“新”驿站，
延伸爱心服务触手，提升市民群众

幸福感。
同时，推进爱心建设与新时代

文明实践相融合，建立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与“爱心屋”“一对一”结对
帮扶机制；建立志愿服务激励机
制，成立“乡村时间银行”，推动乡
村志愿服务可持续。并且，开展爱

“新”行动，制定“临时救助”“心理
健康服务”“义诊及健康咨询”“司
法确认”等18项爱“新”清单，关爱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打造文明有爱
营商就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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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文明风尚，必须从未成年
人抓起。

作为省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辅导示范站点，同安区心理辅导站
去年共接待个体心理咨询 910 人
次，其中，面对面咨询421人次，电
话及网络咨询共489人次。并且，
组织开展公益心理健康线下讲座
49场，线上直播52场，共计101场，
受益人员达到49508人次。还开展
10场心理咨询志愿者专题培训活
动。与此同时，同安区推进“最美
校园周边”创建，开展“新时代好少
年”推选及学习宣传活动。去年，
共推荐 60 名“新时代好少年”，组

织52所学校10万余名学生参与了
“网上祭英烈”“向国旗敬礼”等主
题系列活动。还发动志愿服务队
开展《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
保护法》《志愿服务促进条例》等普
法活动，深入开展“同安好家风”

“百站百场”“高山上的阅读”“流动
家长会”“父母学堂”等系列主题活
动200多场次。

文明创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同安区将把深入实施“深学
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与
文明创建工作结合起来，全面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全
区文明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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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群众对美好环境、美
丽家园的期盼，落在高质量
推进专项行动上。如今，同
安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上下联动、条块结合”的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机制，每
项任务有人管、责任有人担。

针对农贸市场周边占
道经营、乱摆摊等问题，实
行城管执法弹性工作制，城
西市场获省五星级集市；针
对老城区、环东海域新城等

区域交通易拥堵问题，每天
早、晚高峰部署警力在相关
交通路口站岗执勤……自
推动“5+4”专项整治行动以
来，同安区着力把多个难题
整合为一个项目、把一项任
务分解到多个层面，精准聚
焦市容市貌比较脏乱、社会
秩序比较无序、基础设施比
较薄弱等短板弱项，逐项细
化工作方案，压紧压实责任
链条，有效推动整改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