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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创建】

聚合资源 品牌引领 创新方式

不断深化首都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日前,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名单公布,我市11所学校获此殊

荣。自2016年开展文明校园创建以来,我市坚持首善标准、强化

顶层设计、打造活动品牌、创新创建方式,不断深化对文明校园创

建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全面提速、联动创建的良好态势。目前,
全市有近2000所大中小学校参与到文明校园创建活动中来,共有

15所学校获评全国文明校园,373所获评首都文明校园。
一、坚持首善标准,加强统筹联动,提升首都校园文明新格局

1.提高站位、落实责任。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充分发挥文明校

园在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过程中的示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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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项工作列入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和未成年人工作创建三年

规划,使文明校园工作在全局有位置、部署有力度、推进有章法。
近年来,先后出台首都文明校园创建《管理办法》、《测评细则》等系

列指导文件,发挥首都文明委统筹作用,建立创建重点工作项目台

账,进一步明确各单位责任分工,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2.全面谋划、强化机制。为推进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系统化、常
态化建设,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调研,针对调研发现的全员育人体系

不健全、家校社协同程度不高、评价标准不完善等问题,提出构建

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的对策建议,形成了首都文明办、市委教育

工委、市教委牵头,各级党政分管领导主抓,职能部门分工负责,整
合宣传、教育、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工作力量,对首都文明

校园创建工作实行统一规划、统一部署。联合印发《首都文明校园

创建实施意见》等文件,在统筹领导、整合资源上集中发力,形成各

部门各尽其责、共同发力的工作格局。

3.常态创建、提高质量。着力在“常”“长”二字上下功夫,加强

日常考核管理,建立完善文明校园创建督查测评、集体暗访、后进

“摘牌”、取消参评资格等动态管理措施。每年结合全国文明城区

和未成年人工作测评体系,充分发挥创建考评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对首都文明校园创建工作集中开展检查督导、跟踪问效、整改提

升,在全市树立文明校园创建干在日常、抓在经常、贵在平常的良

好导向。
二、注重引导,树立品牌,奏响全员参与创建大合唱

1.吐故纳新、良性循环,不断形成创建新经验。以强化思想政

治教育、丰富学生活动内容、提升学生文明素养、加强校园文化建

设四个方面作为抓手,结合学校特色树立创建品牌活动,让学生在

活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名师生都成为创建活动

的实践者和受益者。在全市深入开展德育“一校一品”创建评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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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使文明校园创建品牌与学校办学特色相结合,构建完善的创建

体系机制,有效保障学校文明创建的实际效果。

2.挖掘内涵、突出精准,持续培育创建新特色。将文明创建和

校园建设充分结合,形成良性互动、互相促进的长效机制,让正能

量更强劲、主旋律更响亮,厚植校园文明根基。在高校中持续开展

红色“1+1”示范展示评比活动,用红色初心照亮办学方向,用红色

文化滋养办学精神,使文明校园创建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大学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今年针对首都疫情防控新常态,在
全市大中小学校广泛开展“制止餐饮浪费 践行光盘行动”专项宣

传引导活动,“舌尖上的文明”已成为首都校园文化的主旋律。

3.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着力擦亮创建新亮点。注重聚焦党和

国家中心工作,把首都各方面优势资源的势能转化为促进铸魂育

人的动能,把学校建设成为滋养文明风尚的沃土。利用服务保障

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的契机,结合开展“我和我的祖国”爱国主义

主题教育活动,形成了以“三同四起来”主题教育活动引领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的新模式,让学校成为弘扬主流价值的高地。
三、创新方式,求变求新,打造文明校园创建新高地

1.坚持价值引领,创新与主题活动共促,实现特色“互联”。坚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体制机制,积极开展创建活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创

建活动全过程。围绕培育时代新人,充分整合首都各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资源,搭建融媒体传播平台,通过矩阵式管理、融媒体传

播等新手段,在中小学校持续开展“四个一”活动,在高校实施文化

育人“六个一”计划,用红色基因铸造强国一代,以常规常态推动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活动落实。今年疫情以来,北京市各

学校以战“疫”作教材,在“云”端开讲爱国课,开展有针对性、连续

性的网上德育活动,引导广大师生以自身的文明实践凝聚抗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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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努力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责任情怀,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使育人效果更加有效。

2.注重典型培育,品质与创建特色共赢,实现优势“互鉴”。将

选树培育先进典型与文明校园创建无缝对接,充分发挥典型的引

领带动辐射作用,增强争先创优意识。近年来,深入开展“北京榜

样”大型主题活动和“首都美德少年”宣传活动,为广大师生树立有

信仰、有理想、有担当、有情怀的榜样,成为师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

和引路人。2018年以来,持续开展“首都文明校园创建故事分享

会”活动,每年以沉浸式故事分享的形式,集中展示7所文明校园

创建的生动实践经验,运用鲜活的典型案例激发首都大中小学校

对表对标、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3.创新活动载体,主体与互动传播共振,实现亮点“链接”。不

断创新载体方式,在求变求新中提升创建内涵,激活文明校园创建

的生机与活力。利用青少年喜欢“触网”等特点,充分发挥网络平

台和微博微信新媒体等现代工具的优势来加强创建。打造网络展

示平台,在首都文明网开展“首都文明校园创建风采”网络宣传活

动,采取图文并茂的形式在网上展现各学校创建活动场景,常态化

展示活动效果,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扩大社会影响,有效调动广

大师生的创建主体作用,形成人人创建、全校创建的良好格局。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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