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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暨背街小巷环境

精细化整治提升动员部署大会召开

　　4月17日上午,北京市召开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暨背街小

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动员部署大会,蔡奇同志出席会议并作重

要讲话。陈吉宁同志主持并宣读《关于表彰第七届首都道德模范

的决定》《关于命名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和深化文明创建先进典

型的通报》,杜飞进同志作《首都精神文明建设2019年工作总结和

2020年工作要点》的报告,张家明同志部署《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

整治提升三年(2020—2022年)行动方案》,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宣

传部副部长侯洁、西城区委书记卢映川、延庆区委书记穆鹏、昌平

区龙泽苑社区党支部书记伊然分别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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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奇同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思想,结合疫情防控,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地推动精神文

明建设和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工作,弘扬新风尚,聚焦精

细化,让城市更有底气温度、更加整洁安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和推动首都新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良好社会环境。

蔡奇同志特别指出,要在疫情防控中深化对首都精神文明建

设和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的认识,在工作中突出首都站

位、首要职责、首善标准,紧紧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谋划推进,始
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运用疫情防

控中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力争创造更多北京经验、北京样本。

蔡奇同志要求,大力弘扬时代新风,把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各项

任务落到实处。持续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把广大干部群众在疫

情防控中的感人事迹,作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最生

动最鲜活教材,培育扶危济困、守望相助、文明有礼的社会公德。加

强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宣传,抓好文明行为促进、野生动物

保护管理等条例落地实施,培育健康文明、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持续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把文明城区创建与卫生城区创

建结合起来,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使文明实践工作更加出彩。聚焦市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实施好新一轮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围绕

“十无五好”目标,细化精细化整治提升实施方案,突出精准施策的

政策导向,努力实现街巷市容整洁、特色鲜明、环境宜居、文明有序。

把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治理标准列入文明创建的测评体系,发动市

民群众广泛开展特色文明活动,打造示范背街小巷。 (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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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聚焦四个方面23项重点任务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精神

文明“五大创建”评选命名表彰年。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服务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工作主线,聚焦四个方面23项重点任务,在落细落

小、贯穿融入上下功夫,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

第一,深入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围绕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道德典型选树学习宣传为重点,不断完善

选树机制,进一步推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社会氛围。

(1)依托“北京榜样”传播道德力量。(2)以道德模范评选引领最好

道德风尚。(3)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迈上新台阶。(4)引导未

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第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创新发展。科学编制《首都“十

四五”时期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创新工作载体,加强阵地建设,不

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5)围绕《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颁布实施,抓好学习解读宣传,通过德法共治,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开创新局面。(6)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推动“三个中心”

贯通融合。(7)深化背街小巷文明创建,以环境精细化治理提升为

着力点,推动街区有序更新。(8)紧抓“礼让斑马线专项行动”,构

建和谐顺畅的交通环境。

第三,持续开展公共文明引导专项行动。围绕城市治理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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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点,持续开展公共文明引导行动。(9)加强疫情防控宣传教育,

深化“文明有我健康行”主题宣传实践活动,推动形成讲文明、讲卫

生、讲科学的文明风尚。(10)深化礼仪文明引导,推动形成“人人

有礼、处处有范”的文明风尚。(11)深化环境文明引导,推动形成

“人人守护蓝天碧水”的文明风尚。(12)深化旅游文明引导,推动

形成“带着文明旅游”的文明风尚。(13)深化观赏文明引导,推动

形成“行为高雅、举止得体”的文明风尚。(14)深化网络文明引导,

推动形成“从我做起、传播网络正能量”的文明风尚。(15)深化迎

冬奥社会文明行动,推动形成“助力冬奥、快乐参与”的文明风尚。

第四,不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强分类指导,推
进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档升级,掀起新一轮创建热潮。
(16)打好创建决胜战,全力做好国家、首都两级创建先进推荐评选

工作。(17)发挥测评体系导向作用,保持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常态

长效。(18)聚焦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推进文明村镇创建。(19)突
出“诚信建设”重点,扎实推进文明单位创建。(20)弘扬优良家教

家风,积极推进文明家庭创建。(21)打造优秀校园文化,加快推进

文明校园创建。(22)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凝聚齐创共建工作合

力。(23)构建大宣传格局,不断增强精神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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