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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交流】

如皋市：以百姓心为心 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如东县：办好“关键小事”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满意度

泗洪县：顺应群众期盼 有序推进老旧宿舍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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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以百姓心为心
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近年来，如皋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百姓心为心，

紧扣“微笑之城 大爱如皋”建设，推动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更

好惠及百姓。

从看得见的变化入手，提升城市宜居度。坚持将老旧小区

改造列入民生实事项目，对 2000 年前建成的 110 个小区按照现

有基础设施分类推进，兼顾功能完善和颜值提升，统筹推进供

水、排水、供电、燃气、弱电等管线整治，实现“住有安居”

“住有宜居”“住有乐居”。实施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三年行动

计划，完善基础设施、改建公共厕所、清除卫生死角，完成农

贸市场达标提升 18 个、主体建筑重建 3 个，让“烟火气”更有

“文明味”。推动对零星地块、边角区域、老旧绿地等进行微

更新、微改造，先后建成 20 多个“口袋公园”，依托护城河风

光带小广场设置 7 个“口袋舞台”实践点，策划开展晚间文明

实践活动，实现城市功能和百姓生活同步改善。

从可感知的服务入手，提升生活舒适度。持续推动便捷

生活服务圈建设，依托 3 个完整社区开展试点，在居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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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你好，邻居”活动中心，推动村（社区）打造易俗堂

等红白事服务阵地，建成“15 分钟医保服务圈”省级示范点

1 个、南通市级示范点 3 个，推广“一次办”“就近办”“网

上办”等服务，有效缩短医保服务“半径”。在政务大厅、

医疗机构、商场超市、旅游景区等公共服务场所建成 60 多个

标准化母婴室，配备哺乳座椅、婴儿床、尿布台、热水器等

母婴设施，设置醒目引导标识。全面推进无障碍停车位、卫

生间、垂直电梯等便民设施建设，加快 109 户残疾人家庭无

障碍改造，新增 8 个辅具免费共享租赁点，组建“无碍·有

爱”志愿服务队，举办无障碍信息服务规范培训班，孵化培

育“蜗牛之家”“关爱残疾人之家”等特殊群体公益项目，

让城市服务更有温度。

从易参与的活动入手，提升群众温暖度。每月评选“如皋

好人”、每年评选爱心团队爱心大使、每两年评选如皋市道德

模范，打造“好人工作室”“好人长廊”“好人楼道”等载体，

举行“好人见面交流会”“家庭文明故事分享会”“道德典型

事迹巡讲”等活动，设计走红毯、戴绶带、好人卡等礼遇帮扶

形式，让“尊崇好人、争做好人”成为最美底色。设立“有志

在皋”志愿服务示范街，成立“爱如皋公益联盟”“爱心商家

联盟”，延伸拓展 1200 多个“有志在皋”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纵深推进“志愿接力马拉松”“小亭志愿服务月”等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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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创新实施“城市家具”大扫除行动、“城市小美”美化

行动等六大“文明深 1 度”行动，通过媒介宣传、作品展播、

实践活动等形式，在宣传中引导人、在示范中带动人、在实践

中塑造人，不断刷新城市文明新高度，共建共享“微笑之城 大

爱如皋”。

如东县：办好“关键小事”
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满意度

近年来，如东县以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关键小事”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创新工作方法，出台惠民举措，着力补齐文明城

市创建中的短板弱项，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推进环境卫生“微整治”。强化问题导向，锚定群众身边

的卫生死角，着眼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城中村、城郊接合部

等区域，进行逐一摸排、实地查看，确认主城区第一批 40 多个

“卫生死角”整治点位。动员市级以上文明单位采取共建共治

模式，认领整治项目，梳理整治要点。结合不同“卫生死角”

的特点，研究确定整改方案推进整改。针对裸土面积大的树池，

统一铺设绿色热熔橡胶篦子；针对路面坑洼不平、垃圾乱堆的

背街小巷，进行垃圾清理、修剪树木、地面硬质化，并增设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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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架等便民设施；针对低洼地块进行混凝土浇灌、墙体粉刷，

安装路灯解决区域夜间照明等问题。通过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

得到了周边群众的普遍欢迎和赞誉。

创设惠民举措“微项目”。县委、县政府每年专题安排实

施一批文明创建“小微”民生实事工程。2023 年着眼于老旧小

区改造、背街小巷整治、市政设施完善、便民设施建设，共列

出 15 项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文明创建民生项目，总投入约 2000

多万元。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每月听取项目进展汇报，每季

度现场察看项目进度，并在项目月度简报上进行批示。截至目

前，已有 7 个整治改造项目如期竣工，真正做到创建惠民利民，

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实现小区停车“微智慧”。针对老旧小区和无物业小区

内部停车位严重不足的情况，在城区建设 3 个免费停车场、

划设了 2000 多个免费停车位。对路边临时停车泊位从晚上 8

点到第二天早上 8 点实行免费停车，并采取“每日 1 元”的

便民优惠。推动商圈附近具备条件的公共停车场地免费开放，

实现临时停放、错时共享、智慧管理，有效缓解小区内部停

车难的问题。持续完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投资 1700

多万元在 25 个小区共建设 163 座车棚、2431 台充电桩，安装

1582 台电梯阻车系统，有效解决小区内电动车“停车难、充

电难”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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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洪县：顺应群众期盼
有序推进老旧宿舍区改造

泗洪县城区共有 100 余个单位宿舍区，大多建于 1978 年至

2007 年间，普遍存在环境卫生差、公共秩序乱、日常管理难、

缺乏物业维护等问题。近年来，泗洪县在推进文明城市创建过

程中，积极顺应群众期盼，有力有序推进老旧宿舍区改造工作，

切实帮助群众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品质，赢得广泛好评。

抓好整体谋划，让创建更好服务民生。县委、县政府将老

旧单位宿舍区改造作为提升城市品质的有力抓手，纳入为民办

实事重大项目。县文明办、县城管局牵头成立工作指挥部，县

财政设立专项奖补资金，县住建局制定单位宿舍区改造提升工

作导则，按照推进一批民生实事、划定一个片区网格、委托一

家管护单位、制定一项服务清单、构建一套保障体系的“五个

一”总体思路，全面实施全县城区的单位宿舍区改造提升工程，

让“小工程”助力“大民生”。截至目前，城区单位宿舍区 93

家已完成高标准改造，增设停车位 800 个、排查解决单位宿舍

疑难问题 200 余件，12345 平台受理相关投诉下降超 80%。

创新工作方式，让改造更加顺应民意。创新实行“12345”

工作法，积极稳妥推进老旧宿舍区改造。专注“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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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干净、整洁、有序、安全、群众满意五个维度解决老旧宿

舍区实际问题，提升群众满意度。坚持“双百双专”，县级层

面成立改造专班和管护专班，县长定期调研推动，县分管领导

一线指挥，实现改造 100%到位、管护 100%到位。实行“三个

一点”，按照财政奖补一点、社会捐助一点、隶属单位兜底一

点，有效筹措改造资金。突出“四项整治”，重点解决空中飞

线、地下污水，楼道杂物、路面破损，车辆乱停放、散养家禽，

管理无序、公益宣传杂乱等突出问题。强化“五方共治”，县

城管局、街道、隶属单位、属地社区、管护单位达成共管协议，

对老旧宿舍区进行长效管护，为群众提供细致保障。

注重宣传引导，让群众参与更加主动。突出共建共享理念，

邀请小区业主等担任“义务监督员”，对改造过程进行全面监

督，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创建、支持创建。组织开展宿舍区“100

组照片、100 个故事”有奖征集活动，用老房子、老物件、老街

坊和身边的故事唤醒居民的情感，引导群众主动融入宿舍区治

理。按照“一区一策”工作思路，采取召开业主大会、举手表

决等方式，深入了解老旧单位宿舍区的居民改造意愿及需求，

确定整治内容，因地制宜规划设置“小戏台”、精神文明建设

宣传栏等，让城市可观的“外在美”与可感的“内在美”相得

益彰，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坚持建管并重，让长效管理更加规范。积极破解宿舍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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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后长效管理问题，按 300 户至 500 户标准划片管护，将县城

划分为 11 个片区，就近委托口碑好、实力强的物业企业，按照

每 100 户配备一名保洁员、每 200 户配备一名巡查员、每 300

户配备一名客服、每 600 户配备一名水电工和一名项目经理的

标准对宿舍区进行管理维护。针对老旧宿舍区普遍存在物业费

收缴困难问题，明确前 3 年由县财政和隶属单位各承担一半，

后期全额由管护单位筹集，持续保障物业服务水平，实现长效

化管理。

报：中央文明办

省文明委主任、副主任、委员

发：各设区市、县（市、区）文明委、文明办，省文明委成员单位

（苏简字 1004号 共印 40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