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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议】

202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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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

　　3月1日,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暨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治

理动员部署大会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总结部署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和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治理工作。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首都文明委主任尹力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

记、市长、首都文明委第一副主任殷勇主持。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

副书记邹晓东、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成员赵建国、中央军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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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部群众工作局局长高翔和莫高义、夏林茂、赵磊、侯君舒、张

家明、穆鹏等首都文明委副主任以及副市长高朋同志出席。

尹力在讲话中对过去一年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和背街小巷环境

精细化整治提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一是进一步深化对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和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

治理的认识,切实提高工作站位和责任担当。要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的部署要求,不断增强做好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和背街小

巷环境精细化治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精神文明建设要为党

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实提供有力思想舆论保证和良好精神

文化条件,要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发挥稳预期、强信心作

用,精神文明战线要集中力量打好文明创建决战之役。二是进一

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提质升级增效,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凝聚精神力量。以评选表彰新一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

进典型为契机,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全面提升

市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要高举思想旗帜,以科学理论引

路指向。要突出道德养成,以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要提升全民

素质,以文明实践引领风尚。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创建实效利民惠

民。三是进一步下足绣花功夫打造精品宜居街巷,展现首都现代

化城市品质的崭新风貌。今年将启动新一轮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

治理行动,要更加注重长效治理、注重以城带乡、注重多元共治,不

断巩固拓展工作成效,努力把背街小巷打造成为首都城市治理的

亮点、文脉传承的载体、和谐宜居的家园。要以首善标准实施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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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行动方案,要结合城市更新完善街巷功能,要突出抓好常态化

治理,要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四是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形成齐抓

共管治理格局。精神文明建设和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治理是系统

工程,工作领域宽,涉及部门多,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领导

责任。要严格责任落实,健全工作机制,抓好队伍建设,不断开创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和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治理工作新局面。

莫高义总结部署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强调要以全国性重

要评选表彰为契机,以实施文明创建工程为抓手,重点抓好六方面

工作:一是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

铸魂。不断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

作体系。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理论传播大众平台作用,推动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二是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基地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核心体验区。推荐选树“时代楷模”,精心组织“2023北京

榜样”主题活动,开展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推荐和首都道德模范评

选表彰,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三是全力打好新一轮文明

创建收官战。扎实推进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完成,用好月度调度会

和“创城+热线+网格”联动机制,6个文明城区要争取成绩靠前

并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区,7个提名城区都要争取入选。四是不

断深化公共文明教育引导。扎实推进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宣传实

施,深化“礼让”专项整治行动,推进秩序、环境、游园、观赏等常态

化文明引导。打造“邻里守望”品牌项目,加强学雷锋志愿服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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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典型宣推。五是大力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基层阵地创新发展。建

好用好公益广告和社区宣传栏,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做深做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进加强网络文明建

设的若干措施落实,加强精神文明网络阵地建设,打造清朗网络空

间。六是持续促进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书香京城”“博物

馆之城”为抓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打造“大戏看北

京”文化名片,办好传统节日文化活动、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让

市民群众充分享受文化建设成果。

会议宣读了《关于授予周晔等200名同志“首都精神文明建设

奖”的决定》《关于命名2022年度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和

深化文明创建先进典型的通报》,部署了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治理

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邹晓东,西城区委书记孙硕,朝

阳区望京街道责任规划师李琳等同志发言。赵卫东、滕盛萍、余俊

生以及中央和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负责同志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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