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津区向文明高峰攀登的脚步从未停止。2024年是创建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区的总评之年，江津区将继续以
“立潮头、争上游”的奋进姿态砥砺前行，始终坚持“为了人民幸福生活”的根本宗旨，不断推动城乡环境面貌和
群众精神风貌持续改善，谱写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新篇章。

2023年，江津区将文明创建与主题
教育有效结合，突出文明创建惠民有感，
深入开展调查调研，畅通群众诉求表达
渠道，建立完善群众诉求响应机制。在
全面摸底基础上，针对“居民小区”“背街
小巷”“城市秩序”“农贸市场”“群众满意
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整治任务，“点
对点”印发督办单227份，一件一件抓源
头落实、抓跟踪管理，协同各级各部门整
改问题1260个，让群众在创建中得到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近年来，全区坚持
以民生需求为创建导向，大力营造整洁
优美、和谐宜居的城市环境。累计完成

规整弱电线缆、清理废弃线缆140余公
里；改造提升背街小巷130余条、老旧小
区400余个，老旧供水管网140余公里；
新增小微停车场400余处、释放便民停
车位 7000 余个；升级改造 25 个农贸市
场、5个大型商场、12个大型超市；实施
30余条主次干道车行道、人行道路面整
治工作，整治面积约150万平方米。

“一餐热饭”看似小事，但对孤寡老
人来说却是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文
明城区创建过程中，江津区采取独立场
所建设型、养老设施升级型、餐饮企业升
级型三种建设模式，投入福彩公益金，试
点推进社区老年食堂建设，让老年人在
家门口就能轻松吃上健康美味的饭菜。
目前，江津已建成并投入运营社区老年

食堂30余家，覆盖15个镇
（街道），月均服务老年人
3.5万余人次。

多样、均等、便捷的公
共服务是文明城市发展的重
要保障。为提升公共服务供
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加公
平地惠及市民百姓，江津区正在
加快推进数字政务建设，迭代升级
智慧政务体系，推动办事环节精简和
流程再造。“一窗综办”系统已经全面上
线579项政务服务事项，累计办件3.5万
件，群众、企业好评率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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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市人民建文明城市人民建 城市文明惠人民城市文明惠人民
——江津区2023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群众过得更幸福。”
自 2021 年 1 月江津区入选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城区以来，区委、区政府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

深入践行精神文明建设是为了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根本宗旨，将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与巩固国家卫生区、全国双拥模范城建设成
果，以及宜居城市建设工作有机融合、一体推进，实现城乡环境品质全面改善，市民文明素质不断提升。3 年来，江津区全国
文明城区创建工作捷报频传，结出累累文明硕果。

近年来，江津区每年有近7万群众
从“村民”变“居民”，成为“新市民”。他
们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农房搬进楼房，
过去的生活习惯一时难以改变，如何解
决这一难题？江津区坚持把市民群众
文明习惯的培育、践行和提高融入文明
创建各方面、全过程，找到了解决难题
的答案。《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成
为江津市民新时代的“文明契约”。文
明行为“十件小事”引发全城“文明共
鸣”，“光盘行动”全民响应，“文明劝导”
常态开展，“公筷公勺”成为市民新时
尚，全民文明素质和全社会文明程度显
著提升。

创建过程中，江津区聚焦先进典型
榜样作用，树立起文明培育的风向标。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刘鸿，志
愿护渔行为得到社会高度认可；“重庆
好人”袁真素用行动与爱诠释了“孝”是
精心的陪伴和照料；95岁老人丁文启带
领着一家四代人日夜守护山顶国旗，感
动了全重庆……一个个感人至深、催人
奋进的榜样故事，赋予了一方水土温度

和力量，让崇德向善在江津蔚然成风。
创建工作开展三年来，江津已有2人获
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2人获评中国
好人，5人获评重庆好人，涌现出各级道
德模范、最美人物、最美家庭等各级各
类先进典型200余个，见贤思齐、崇尚文
明成为津城新时尚。

为提升群众思想政治素养、道德文
化修养、精神文明涵养，江津区精心打

造“江理论津”理论宣讲品牌，以优化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
四级平台为基础，统筹区农业农村委、
区民政局、区委党校等“六讲”志愿服
务牵头部门，积极发动机关干部、专家
学者、道德典型等组建20余支“宣讲小
分队”“服务轻骑兵”，构建“群众按需
点单、中心及时接单、部门精准派单、
群众参与评单、每月公开验单”工作机
制，深入各镇（街道）因地制宜开展各
类文明实践活动 2000 余场次，将理论
宣讲、文化传播、便民服务等常态化文
明实践项目串珠成链，实现成风化人，
立心培元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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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充分激发市民参与热情、
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推动形成全民参
与、良性互动的文明城区创建格局。

在十字路口，志愿者轮番上岗，引
导往来群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在大
街小巷，志愿者忙碌地打扫卫生、捡拾
垃圾，守护环境整洁……一抹抹亮丽
的红色身影，成为推动文明城区创建
的生力军。近年来，江津区持续加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充分调动
社会组织、企业单位、基层群众等各方
面力量，建立区域、网格、点位三级责
任体系，将全区 36 类场所 1000 余个实
地考察点位进行责任划分，汇聚劝导、
保洁、维护等群众力量常态化进驻各
点位，发挥群众自身优势开展形式多

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凝聚文明创建人
人有责的共识共为。目前，全区通过
重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平台实名认证
志愿者达 14.7 万人，发布文明实践活
动 3.5 万余场次，记录志愿服务总时长
达335.5万小时。

文明村镇既要“面子”美，更要“里
子”实。江津区抓实城乡精神文明建
设融合发展，把文明创建工作向镇村
延伸。针对部分农村地区大操大办滥
办酒席的现象，2023 年，江津区成立专

题调研组，先后走访全区 15 个重点镇
（街道）、17 个重点村（社区），分析农
村酒席滥办主要存在的问题，形成专
项调研报告，并出台方案，在全区大力
开展大操大办滥办酒席专项整治。整
治工作顺应民意，受到群众欢迎和拥
护。各村（社区）积极发挥村民代表大
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作用，
通过民主讨论，将文明办酒内容纳入

《村规民约》和“文明积分”管理，实现
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不到半年

时间，全区各镇村已劝退取消“无事
酒”120 余起、受理群众举报并转办销
号问题 95 个，切实减轻了农村群众

“人情负担”，培育涵养了文明乡风。
走进重庆江津区鼎山街道长风社

区，居民欢声笑语，车辆整齐停放。这
个老旧社区的转变，得益于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以来，积极探索实施“三会”
解“三事”基层治理新路径。针对基层
治理事务内容庞杂、民主协商议事流
程无序等问题，江津区将基层事务划
分为“公事”“共事”“家事”，分别交给
街道联席会、社区评议会、网格邻里会
分类分级处理，厘清政府、社区、群众
的权责边界，统筹资源、凝聚合力，将
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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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文景观小品创文景观小品
点缀江津大街小巷点缀江津大街小巷

““小积分小积分””
推进移风易俗推进移风易俗，，
““兑出兑出””文明乡风文明乡风

江津区江津区““小板凳小板凳””宣讲宣讲
队在鼎山街道面向群众宣讲队在鼎山街道面向群众宣讲

中山镇龙塘村中山镇龙塘村
村民村民袁真素袁真素（（左左））获获
评评 20232023 年第三季年第三季
度度““重庆好人重庆好人””，，入选入选
重庆市道德模范重庆市道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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