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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7 年 11 月,我市以全国第二、江苏第一的优秀成绩光荣当选“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文明城市一年一测评、三年

一总评,优胜劣汰,做好长效管理工作至关重要。当前,我市一些不文明现象回潮问题不容忽视,必须增强主动性、自觉性,补短

板、抓长效、树品牌,以建设更高水平的文明城市为目标,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久久为功,推动我市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向更高质

量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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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齐心协力,不断提升综合长效管理合力 

文明城市长效管理是一项全局性的工作,仅靠几个职能

部门是做不好的,需要各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各相关部门要

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讲大局、讲配合、讲责任,要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齐心协力推进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 

首先要统一责任意识。随着我市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的不

断深入,我们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多,个别人的切身利益受

到损害时,必然会对政府的工作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可能会

出现一些过激行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正确对待,不能回

避,不能搪塞,更不能上交。要多做说服解释工作,取得群众

的支持和理解,要坚决避免由于我们的工作不到位而引起群

众上访现象的发生。 

其次要统一政策标准。现在,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

作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各部门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必须要把握好上级的政策法规,严格依法办事、依法行

政。比如,在拆除违章建筑问题上,要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

待,只要是没有合法手续的,都应视为违章建筑,不管是谁的

房子,必须拆除。 

同时要完善管理机制。要借助智慧城市建设契机提升文

明城市长效管理协调体制机制和数字化城管水平,可以借鉴

浙江宁波市的做法,在城市的每个网格安装多个高分辨率摄

像头,使得城市 24 小时全方位处在监管中,并做到信息共享,

消除信息孤岛,形成“部门联动、分工协作、责任明确、考

核科学”综合管理机制,推进管理力量向社区、薄弱地段延

伸,落实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管理责任主体,不断提升文明城

市管理的网格化、精细化、数字化、长效化水平。 

2 内强外化,不断提升全体市民的道德修养 

一个城市的文明、卫生程度,不仅是这座城市文明的标

志,更体现这座城市广大市民的素质,市民的道德修养是城

市文明程度的高度集中体现,也直接关系到城市的经济社会

发展环境。 

一是要号召全体市民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不断提高个人素质,增强自身修养。一个人只有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才是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才会自觉的

遵守社会的各项法律法规,为我市的城市文明建设添砖加

瓦。要借助我市推出的“关爱生命,文明出行”主体活动为

契机,有效利用街道社区传统的文化阵地,通过文化墙、板

报、宣传栏、小型文艺演出等生动活泼的形式,营造我市人

人争做文明丹阳人、人人参与创建文明城的浓厚氛围。要高

度重视中小学这块教育阵地,一方面要教育孩子从小就懂得

以爱护环境为荣、损害环境为耻,另一方面要利用“小手牵

大手”,通过孩子去监督影响大人的行为。 

二是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党员干部的言行

对其他社会成员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俗话说,“干部走什么

路,群众迈什么步”,领导干部的为官之德是教育群众的“活

教材”。所以,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要带头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争做文明市民,

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 

三是要全面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思想业务水平。在日常

的执法过程中,每个执法队员都要严格约束个人的言行举止,

严格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在现实生活中,以身作则,带头遵

守各项法律法规,在广大群众中展现良好的自身形象。要进

一步强化全体执法队员的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深入推行

“服务式管理,说理式执法”,做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严格

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坚决杜绝对违章违法熟视无睹、不加制

止以及粗暴执法等现象发生。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全面

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业务水平和思想素质。 

3 加大投入,不断提升城市环境宜居指数 

优美整洁宜居的城市环境是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一个

重要标志,必要的资金投入,是文明城市建设长效管理的必

要物质条件。 

首先要提高为文明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一线工作

者的工资待遇。如果没有在一线工作的环卫工人、城管队员

以及交通协警察等工作人员战高温抗酷暑,就没有我们洁净

优美、秩序通畅的文明城市环境。但是由于受体制的影响,

部分环卫工人以及交通协警的待遇较低,他们的劳动付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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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 大程度的回报,有时还会受到不配合、不理解的

市民或商贩的指责或谩骂,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的工

作积极性。因此,要逐步他们提高的工资待遇,维护好他们的

合法权益,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其次要改善城市硬件设施。为全面提升城市净化程,为

解决我市主要路段及部分老小区内停车难的问题,应增设机

动车停车场,以缓解我市繁华区域周边停车难的现状,并制

定完善的停车场管理制度,为规范管理我市机动车运营秩序

提供有力的保障。 

再次要加快城市道路交通建设的力度。近年来我市道路

交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但是随着家庭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

加,我市主城区主干道的交通压力还是很大的,尤其是下雨

天及上下班高峰期堵车现象比较严重,给城市居民的工作生

活带来了不便,因此,得加大投入,加快城市道路交通建设的

力度。 

4 疏堵结合,不断提升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力度 

自我市加大了对各类违反文明城市建设行为的处罚力

度以来,比如取缔了街头流动摊点,加大了对机动车辆违法

的处罚力度等等,确实使我市的城市环境和道路交通秩序得

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千年

前的大禹治水就明白不能光堵不疏,文明城市建设犹如治水,

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就要疏堵结合。 

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各类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做到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保持高压态势。另一方面对有

些能方便居民生活又能解决就业的流动摊点,经政府相关部

门研究论证之后,在相对固定的场所又不影响交通秩序的情

况下可予以保留,但要严格规范,杜绝“脏、乱、差”。 

同时各新闻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对文明城市长效管理

工作要进行全过程跟踪报道,要充分发挥我市“文明随手拍”

这一平台,对在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中出现的好典型、好

做法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对一些干扰和阻挠的反面典型要公

开曝光,对一些乱扔垃圾、随地吐痰、闯红灯以及机动车违

章停车、出租车乱停乱载等等不文明行为也要在新闻媒体上

公开曝光,以教育和警示其他市民。 

5 以人为本,不断提升广大市民参与的热情 

文明城市长效管理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是一项需

要多方参与、多方协调的系统工程,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

到普通公民,都应积极投入其中。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的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机制,实行市民监督制度,是实现

我市全国文明城市长效管理社会化、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有

效途径。 

一方面要提高全体市民的认知度。要切实加强对文明城

市长效管理工作的组织力度,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

我市全国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的认识,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和网络大力宣传文明城市建设,

形成同创美好环境、共建美丽家园的强大舆论力量。 

另一方面要调动市民参与的积极性。要坚持以人为本,

与广大市民进行广泛地交流和互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各

类活动,加强与广大市民的沟通与联系,广泛调动市民参与

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广大市民对文明城市建设

进行监督,使广大市民理解支持文明城市建设工作,主动参

与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为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创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凡是市民监督举报的诸如乱建乱搭等违法乱纪现

象一经查处,只要情况属实,就应对监督举报市民给予一定

的物质和奖励。 

同时还要畅通政府与市民的沟通渠道。充分发挥我市

12345 政府热线等政府与市民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多倾

听广大市民的意见和建设,对市民提出的有利于我市文明城

市长效管理工作的合理化建议应予以物质和精神鼓励,努力

在全市形成一种全民参与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加强和提升

我市全国文明城市长效管理机制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1]曹睿.论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市环境管理制度[J].环

境科学与管理,2013,38(1):19-22. 

[2]戴闻书.浅析提升整体生态环境质量为创建宜居城市

的必要条件[J].科技展望,2016,26(30):305. 

[3]刘丹青.创建文明城市长效机制探析[J].管理观

察,2018,(1):77-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