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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1部+1办+11组”创建工作体系

“十项文明行为我在做”活动深入人心

“五个一”弘扬时代楷模精神

崇善尚义 做义渡热心人
创新奋进 创全国文明城

“两会”专题·大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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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模如明灯，驱散黑夜的迷茫；榜
样如星光，点亮内心的火种。

近年来，大渡口区积极开展先进
典型选树和学习宣传活动。王红旭被
授予“时代楷模”称号，100余人（集
体）获评“中国好人”“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等国家级荣誉称号，
300余人（集体）获评“重庆市道德模
范”“重庆好人”等市级荣誉称号。

启动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以
来，大渡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先
进典型挖掘长效机制，让先进典型成
为广大群众可感可触、可学可敬的模
范榜样。

2022年，大渡口扎实开展“五个
一”行动，持续弘扬“时代楷模”精神，
激励干部群众学有榜样、行有标杆、赶
有目标。

新建一所红旭学校，让楷模精神
扎得更深。大渡口区新建成1.8万余
平方米的育才小学分校，以英雄之名

命名为“红旭学校”，设置15个班级，
于2022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

打造一个主题广场，让楷模精神
立得更稳。在大渡口中华美德公园打
造“时代楷模”主题广场，精心打造王
红旭老师和救命“人链”群体雕塑，重
点展陈王红旭老师奋不顾身纵身一
跃，将生命化作了无尽的爱的感人故
事。

完成一批视频精品，让楷模精神
传得更开。以王红旭老师为原型，邀
请北京、横店业内知名摄影师和团队
拍摄微电影《生命的奔跑》，讲述王老
师与学生杨清亮之间感人故事，诠释
了为人师表、行为世范的深刻意义，荣
获第七届“爱·重庆”微电影大赛一等
奖。制作主题微视频《用生命托举师
魂》《平凡英雄》《最后一次百米冲刺》
等10余部融媒体产品，上线后点击量
逾60万，其中《生命的支点》微视频荣
获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

院等6部门联合主办的第六届平安中
国“三微”比赛暨优秀政法文化作品征
集评选优秀奖。

创作一套文艺作品，让楷模精神
流传得更广。邀请中国作协会员、冰
心散文奖获得者何鸿带队深入王红旭
老师曾经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地方，
采访其妻子、家人、同事、同学120余
人，汇编完成10万字报告文学《奔跑
的那道光》、100余首诗文集《旭光》、
30个故事集《愿做红旭暖人心》。邀
请著名歌唱家、重庆城市形象推广大
使张迈，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重庆市流行音乐协会主席周亚辉等创
作《最后的课堂》《英雄老师》《旭日不
落》主题歌曲10余首，登陆各大网络
平台点播逾30万人次。联合重庆合
唱团创作表演唱《师德闪耀 爱如朝
旭》《用生命托举希望》《和你一样》登
陆重庆卫视，让楷模精神永放光芒。

培育一代传承队伍，让楷模精神

行得更远。组建滑石滩冬泳队队员等
70余名专业志愿者为“大渡口红旭水
上救援队”，提供江岸巡逻、水上救援、
安全知识科普等志愿服务3万余人
次，获市应急局、重庆水警等部门高度
肯定。与同时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
吴蓉瑾校长所在学校——上海市黄浦
区卢湾中心小学共建联谊，在思政教
育、师德师风、教学教研、教师素养、教
育资源等方面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碰
撞出更多“榜样之花”。每年组织“感
动义渡十大人物”“优秀志愿者、优秀
志愿服务项目、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等
4项典型评选，培育曾信华、覃大丽等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中国好人、全国
最美家庭、全国五好文明家庭等先进
典型370余人，营造了“时代楷模顶天
立地、先进典型铺天盖地”的浓厚社会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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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是大渡口区
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一项重要任
务。创建工作启动后，该区强化统筹
谋划，由区委书记任指挥部总指挥
长，区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分别任指挥
长，相关政府分管领导任副指挥长，
构建起“1部+1办+11组”创建工作
体系，形成了“党政齐抓、条块结合、
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

“1部”就是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指挥部，“1办”就是区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指挥部办公室，“11组”就是11
个工作推进组。启动创建工作以来，
区创文办定期召开月调度会、工作推
进会、调研会30余次，组织举办专题
培训班12次，着力提高创建工作能
力和水平。

创文办还制定《大渡口区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工作总体方案》，明确
2022-2026年阶段性创建目标，坚持
全面动员、全面覆盖、全面推进，推动
创建主体向部门、镇街和村社区拓展

延伸，层层传导压力。对照上级工作
部署和部门职能职责，对《全国文明
城区测评体系工作手册（2022年）》
各项指标进行分解细化和量化，11
个工作推进组各司其责、形成合力，
推动创建层级从全国文明城区提名
城区向全国文明城区稳步迈进，形成
你追我赶、全域创建的良好氛围。

2022年，大渡口完成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迁建项目，全覆盖提档
升级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97个文

明实践站。坚持把理论宣讲作为首
要任务，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
百姓家”，“理论快递”宣讲团获中宣
部“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
构建“1+6+8+N”“义渡热爱”志愿服
务队伍体系，开展“义渡热爱”志愿服
务骨干千人培训11期，培育志愿服
务队伍400余支，发展志愿者10.4万
余人。启动“万千”计划，开展万名志
愿者培训和千个文明实践点建设，创
文宣传栏（牌）覆盖全区大部分楼栋。

创建工作启动以来，大渡口全
方位推进文明传播活动，弘扬真善
美、传播正能量，组织开展“我们的
节日”“光盘食尚”“德法相伴·文明
出行”等实践活动，利用乡情乡史
馆、大渡口网、微信公众号等载体，
设计刊播移风易俗“十抵制十提
倡”、垃圾分类等文明新风公益广告
以及“网上祭英烈”“传承红色基因”
等主题网络宣传，新时代文明新风
深入人心。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该区发动
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十项文明行为
我在做”活动。该区聚焦文明行为养

成，广泛开展“十项文明行为我在做”
活动，形成专题活动方案和宣传方
案，引导群众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
起，从现在做起。

这“十项文明行为”分别为：养成
良好卫生习惯，巩固全国卫生城区；
礼让斑马线，文明我点赞；吃得文明
用公筷，光盘行动不浪费；志愿服务
常参加，争做义渡热心人；自觉遵守
交规，停车规范有序；先来后到自觉
排队，相互谦让文明有礼；脏话粗话
不出口，语言文明树形象；垃圾分类
新时尚，生活方式更健康；烟头不落
地，城市环境更美丽；摒弃陈规陋习，

推进移风易俗。
活动一经开展，迅速在大渡口区

掀起实践热潮。
例如，区城市管理局将“十项文

明行为我在做”活动与“全民动手·共
同缔造山城美丽家园”主题活动相结
合，通过“普法+劝导”，组织发动系统
党员干部积极参与“迎新春送温情”

“文明新生活”垃圾分类、“粉刷护栏·
美化环境”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28
次，发放宣传单6万余份、宣传品5万
余份，受众人数7万人次，持续营造
共建共治共享氛围。

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将“十项

文明行为我在做”活动与停车治理结
合起来，在全市率先探索出一条政府
引导、市场定价、“社会共建、资源共
享、多元共治”的“共享停车”治理新
路径，全力为人民群众纾困解难。全
区已设置共享停车位8000余个，有
效解决了40余个社区、小区共2000
余户家庭停车难问题。

区教委将“十项文明行为我在
做”活动常态化、系统化和课程化，开
展“午餐有礼”“小学十会”“问候礼
仪”等校本课程研发，做实“十项文明
行为我在做”活动。

大渡口区自2022年2月10日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以来，将其作为提高大渡口城市综合竞争力、人文魅力、发
展活力的重要抓手和加快建设“公园大渡口、多彩艺术湾”的重要举措，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根本目的，以
敢为、能为、有为的奋进姿态，高起点、高质量推进各项创建工作，推动形成“崇善尚义、做义渡热心人，创新奋进、创全国文
明城”的社会共识，实现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良好开局。

大渡口区首届“义渡热爱”杯广场舞比赛颁奖仪式暨获奖作品展演

大渡口持续开展大渡口持续开展““十项文明行为我在做十项文明行为我在做””活动活动

“时代楷模”主题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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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新风润义渡

文明实践阵地
2022年，完成大渡口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迁建项目，全覆盖提档升级8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97个文明实践站。

志愿服务
2022年，开展“义渡热爱”志愿服务骨

干千人培训 11 期，培育志愿服务队伍
400余支，发展志愿者10.4万余人。

先进典型
王红旭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100

余人（集体）获评“中国好人”“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等国家级荣誉称
号，300余人（集体）获评“重庆市道德模
范”“重庆好人”等市级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