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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案例】
为充分展示我市在推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创新做法、

宝贵经验和显著成效,本刊将陆续刊发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创新

案例,供各单位学习参考借鉴。

“创城+”模式服务新时代首都发展

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紧紧围绕“建

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将文明

城市创建作为开创发展新局的“主抓手”、践行首善标准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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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服务群众水平的“试金石”,主动融入城市治理体系,坚持系统

思维,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文明城市创建与接诉即办、精细化治理、

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不断探索超大型城市创建之路。

“创城+热线+网格”织密服务群众连心网。近年来,突出创

建为民利民惠民,将文明城区创建与接诉即办、网格化治理相结

合,创新建立“创城+热线+网格”联动创建机制,提升为民服务能

力,助推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一是整合力量统

一标准,做好顶层设计。首都精神文明办、市城市管理委、市政务

服务局制定《关于深化“创城+热线+网格”联动创建机制的指导

意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就文明创建和城市治理工作情况和群

众诉求情况定期会商;整合问题发现渠道,建立以专职网格员为

主,文明引导员、协管员、小巷管家等多方力量为补充的基层城市

治理力量,通过网格员主动发现、热线收集诉求、创城抽查抽测等

渠道发现问题;统一问题治理标准,比对文明创建、市民诉求和城

市管理问题台账对应目录,明确整改标准,统一纳入网格平台进行

派单、处置、督办。二是细化措施共享资源,构建联动机制。各区

在城市管理中心设置创城专席,搭建创城专题,规范问题处置流

程,实现数据共享、标准共遵、成果共用,平台、队伍、机制“三融

合”。顺义区将创城实地考察指标与国家卫生区、城市环境建设、

人居环境标准对比融合,以“就高不就低”原则实现各行业部门同

类型点位检查标准统一化。通州区“文明数治”管理平台将高频问

题、高频点位纳入文明城区日常督查重点和“接诉即办”工作调度

—2—



范畴,开展“双向督办”。三是主动治理重点带动,实现未诉先办。

用好调度机制,聚焦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围

绕群众反映最强烈、诉求最集中的顽瘴痼疾确定整治主题,组织开

展“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非法小广告、堆物堆料、门前三包、停车

秩序、市民文明行为等专项整治行动,上述问题12345热线同期受

理量下降30.6%左右。市民群众成为治理问题的发起者、治理过

程的参与者、治理成效的获得者、治理程序的监督者,群众对创建

成效的满意度由 2020 年 的 91.7% 上 升 到 2023 年 三 季 度 的

97.35%。

“创城+街巷治理”绣出城市更新高颜值。2017年以来,高举

文明创建旗帜,深入推进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治理,打造了一批

“有里有面”的背街小巷,群众身边环境品质显著改善。一是注重

统筹协调。连续七年召开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暨背街小巷环境

精细化治理动员部署大会,做到同研究、同部署、同推进、同检查。

建立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议事协调机制,定期开展实地调研、专

题研究,形成工作合力,解决重难点问题。二是注重规划设计。建

立责任规划师制度,围绕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和街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严格落实背街小巷设计管理导则,从色彩、气质、风格、肌理等

方面精细化组织设计方案,广泛征求市民群众意见,突出历史文化

街区保护,重现老城风貌。三是注重多元共治。全面推行街巷长

制,建立小巷管家队伍,整合网格员、协管员和街巷环境、绿化作业

队伍,组织“共管门前事 共享新环境”“门前三包”专项行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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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问题作为重要靶向,广泛发动公众、商户

和社会单位参与街巷环境治理,推动街巷环境从自上而下单向治

理,向多元主体协商共治转变。四是注重常态督导。将背街小巷

提升与文明城区创建紧密结合,对全市5393条背街小巷按照“十

无五好四有”标准抓好日常管理,落实“日巡、周查、月评、季点名”

机制。市级建立背街小巷环境问题挂牌督办制度,对问题较多评

分较低的背街小巷实施挂牌督办,责令限期整改。五是注重宣传

发动。强化示范引领,累计命名首都文明街巷762条,并实行动态

管理,定期复查。组织开展“美丽街巷我的家”“我家街巷最好看”

等宣传活动,推出“漫步北京”最美胡同街巷探访活动,打造群众家

门口的网红打卡地,营造“街巷是我家、环境靠大家”的良好氛围。

“创城+乡村振兴”唱响城乡融合协奏曲。坚持全域创建、全

程创建、全员创建和全面创建,将文明乡风建设作为乡村“塑形”

“铸魂”的题中之义,推动文明城区创建与乡村振兴战略一体部署、

同向发力。一是系统谋划齐发力。将文明乡风建设作为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的重要内容,纳入市委书记月度工作点评会、文明创建月

度调度会,纳入涉农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实绩考核。市委宣传部牵头组建涵盖34个市级部门和13个涉

农区的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专班,出台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壮大乡村

人才队伍等5个方面17条具体举措。二是村规民约破陋习。指

导全市7000多个村(社区)建立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引导村民进

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解决了一系列“法律管不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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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管不住”的实际问题。依托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

会等,对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进行日常监督,引导群众保持良好

习惯。三是志愿服务育风尚。发挥“两中心一平台”作用,通过

12345市民热线、“心愿箱”和微网格等形式,摸清农村地区群众需

求,分类梳理出文化文艺、医疗健身等普惠性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

目1.2万余个,实施“天使巡诊送关爱”“夕阳再晨”科技助老等志

愿项目,在便民服务中传递文明风尚。四是文化惠民润人心。发

挥首都人才和历史文化资源集聚优势,组织各类科研院所、文艺院

团与农村地区挂点联系,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引入乡镇山村。

全市连续举办34届“北京农民艺术节”,开展“文艺进万家”“美丽

乡村·筑梦有我”等系列活动,吸引社会各界关注和参与乡村建

设,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五是文脉传承留乡愁。自2013年起,在

农村地区建设了685个乡情村史陈列室和1226个精神文明宣传

视屏,通过老物件展陈、影音再现、互动体验等方式,生动展示当地

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精神风貌,让乡村“留得住乡愁”,在潜移默

化中涵养文明之风。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指导处)

—5—



责编:梅雪峰　　　核稿:吕俊超

电话:55569506　　传真:55569505　　邮箱:jswmzhxtc@163.com

报:中央文明办,首都文明委主任、副主任,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送:首都文明委委员,市委、市政府各部委办局,各总公司、高等院校,
市级群众团体

发:各区委书记、区长、宣传部长,各区文明办,有关新闻单位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