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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文明城市创建常抓不懈的实践 

杨 芳 

（中共张家港市委宣传部） 

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张家港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习近平同志对江苏提出的“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总要求，坚定不移

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初心不改、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之以恒深化文明城市创建，不仅有力提升了市民

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而且极大促进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一、突出“两个着力” 

（一）着力构建“一把手抓两手、两手抓两手硬”的领导体制 

在近日于张家港举行的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刘奇葆同志指出，张家港市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大力抓、坚

持抓、一把手亲自抓”。1995年至今，无论张家港市委主要领导和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怎么变化，党委、政府始终把深化文明城

市创建作为“一把手”工程，一棒接着一棒传，一任接着一任抓。在乡镇绩效考核中，精神文明建设指标权重达到了 50％。每

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市委都要召开文明城市创建总结表彰大会，市委主要领导每年都要带队对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行多

次现场督查。 

在 2016年召开的张家港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市委明确把“文明引领”作为今后五年发展的战略路径之一，引导全市上下

确立新的目标追求，在高起点上推进文明城市建设。通过持续抓文明城市创建，抓出了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抓出

了众人划桨的拼搏势头，抓出了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抓出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张家港市不仅连续四届荣获“全国文明

城市”称号，而且综合实力一直位居全国百强县（市）前三位。 

（二）着力把牢创建为民惠民的工作导向 

文明城市创建，不是为了拿牌子，而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人民

群众利益关切，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努力让人民群众生活更美好，更有获得感、幸福感。一是把人民群众所需所盼作为

行动指南。过去，人民群众对环境脏乱差不满意，就把环境整治作为创建工作的着力点，动员群众用 80万把扫帚扫出了全国第

一个卫生城市。现在，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有了更高要求，就下大力气去打造宜居城市，建设总面积 4.41平方公里的“城市绿

肺”，连续 9 年实施三轮环保行动计划，目前正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全力推进“263”环保专项行动。二是把推进城乡

一体文明作为努力方向。 

坚持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乡风文明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致力让城乡居民拥有一样优美的居住环境，致

力让“美丽乡愁”永驻港城。着力构建城乡一体公共服务体系，全市任何一个地方 10分钟以内可进入二级路网，巧分钟以内可

到达主城区，实现了公交“村村通”、管道天然气“镇镇通”、数字电视“户户通”，推动 21.6万名农民“农保”转“城保”,“城

保”覆盖率达 99.6%，成为全国首批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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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抓好“三个结合” 

（一）建设文明城与培育文明人相结合 

文明城呼唤文明人，文明人托起文明城。始终把建设文明城与培育文明人结合起来．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根本，不断增强市民文明意识，规范市民文明行为。 

一是抓好教育引导。建设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城市景观、融入生活场景。完善公益广告发布机制，明

确政府投资的各类户外广告载体由市文明办统一协调、设计、发布，公益广告实现了从“有”到“美”的转变。精心设计的一

系列与环境相融合的公益广告小品，深受广大市民喜爱，有力提升了城市品位。深入开展未成年人“八礼四仪”养成教育，在

全省县级市率先开发“八礼四仪”课程体系，编写“八礼四仪”读本-《礼约》，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不

断从优秀走向优雅。 

二是抓好典型示范。连续 14年开展“寻访身边好人张闻明”道德风尚行动，累计宣传各类最美人物、身边好人 2000多名，

吴惠芳、郁霞秋等基层干部先后入选江苏省重大典型。在城乡建设了一批公民道德教育馆、好人主题公园、好人广场、好人一

条街，每年组织开展道德模范基层巡讲巡演活动，用“有形的正能量”、“鲜活的价值观’，引导市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目前，

全市共有全国道德模范（含提名奖）2 人，江苏省道德模范 4 人，23 人入选“中国好人榜”,“中国好人’，数量位居江苏省县

（市）第一。 

三是抓好文化滋养。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连续 13年举办长江文化艺术节。“群星奖”“文

华奖”和“中国戏剧奖’，获奖数量名列全国县（市）第一。持续加大投入，建好用好各类公共文化设施，推行网格化公共文化

服务模式，探索实施《书香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打造“24小时图书馆驿站”，分批规划建设“最美悦读空间”，让文化滋养更多

的市民。 

（二）改善硬环境与优化软环境相结合 

整洁优美、生态宜居，是文明城市的外在要求，规范有序、风清气正是文明城市的内在修为。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坚

持在改善硬环境的同时，不断优化软环境，让城市内外兼修、形神兼具。 

一是创新社会治理。突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全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推动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村规民约、行业规范，成

为人们言行的内在自觉，有力促进了政府善治、社会共治、厉行法治，连续 12 年荣获江苏省社会治安安全县（市）。常态化发

布“诚信红黑榜”,大力推进诚信示范街区建设，商户“诚信二维码”广泛运用。建立守信褒奖和失信惩戒机制，实现了诚信建

设制度化。在全国同类城市率先实施新市民积分管理，新市民按照积分排名，就可获取人户、子女人公办学校和参加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等同城待遇。 

二是优化社会风气。深入开展“讲文明、破陋习、树新风”，专项行动，专门出台移风易俗实施意见，实施“五大行动方案”，

遏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之风。持续深化家庭文明建设，广泛开展五星文明家庭评比、好家风好家训征集推广活动，用家庭的

“小气候”温润社会的“大气候”。大力弘扬志愿精神，在全市城乡广泛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创造性推出“学雷锋．志愿服

务伙伴计划”，累计募集爱心资金超过 1000万元，实施志愿服务项目 400多个，平均每天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33个。 

（三）主攻薄弱点与保持长效化相结合 

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系统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工作中既紧盯薄弱环节，抓细节、补短板，又在探索建立管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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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上下功夫，确保常抓常新、常态长效。在同创共建上．每年形成创建年度规划，明确重点项目，抓好任务分解，落实工

作经费，构建了“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项项有指标、限时必达标”的责任体系。在日常推进上，实施“一图四清单”工

作法，“一图”即制作“文明创建天气图”，实时反映文明创建工作状况。“四清单”，即制定下发“任务清单”，查找列出“问题

清单”，跟踪排摸“短板清单”，点评亮出“成效清单”。在全民参与上，成立市民巡访团、巡讲团、巡演团，开展“美时美刻·文

明随手拍”、“我最希望改善的不文明行为调查”，等活动，开发城市“城市 e 管家”手机 APP，搭建市民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

平台，推动实现由“政府独奏”到“全民合唱’，。在督查考核上，制定《市级机关、乡镇文明创建工作绩效考评体系》，实行月

督查、季考核、年排名。制定《精神文明建设奖励办法》和《深化文明城市创建责任追究制度》。每年都对创建先进单位和个人

进行奖励，对创建不力的市级机关和乡镇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 

20 多年的文明城市创建，既极大提升了张家港的知名度、美誉度，又显著增强了张家港的影响力、竞争力。文明城市创建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下一步，张家港将以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经验交流会为新起点，认真贯彻落实本次培训班精神，按照

刘奇葆同志提出的“一个全面推进，四个着力提升”的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认真处理好“颜值与气质”、“主导与主体”、

“坚守与创新”、“城市与农村”四大关系，虚心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做法经验，努力建设崇德向善之城、文化厚重之城、和谐

宜居之城，不断开辟文明城市创建新境界，努力走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