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县观察·南川
CHONGQING DAILY

2023年3月25日 星期六
责编 胡东强 盛志信 美编 王睿 7

“全国文明城区”是全国城市综合
类评比中的最高荣誉，是我国含金量
最高、创建难度最大的城市品牌，直接
反映出一座城市的整体文明水平。

南川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以下
简称“创文”）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创建为民、创建育民、创建利
民、创建惠民”理念，不断建设和完
善基础设施，深化拓展文明城市内
涵，广泛开展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常态化、长效化
推动“创文”行稳致远，实现城市“颜
值”和“气质”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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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文明“一起舞”
舞出新风尚

在王吉美的印象中，“坝坝舞”并不太受群众待
见。她组织上百名队员在南川客运西站跳了五六
年的舞，遭遇的白眼不计其数，发生的口角不胜枚
举。不仅如此，团队之间为了场地发生冲突，团队
内部为了歌曲舞姿产生分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王吉美的感受，绝非个案。如何对扰民的坝
坝舞团队进行有效管理，让他们从影响文明的痼
疾，转变为展现文明的风景，是南川在“创文”赶考
路上遭遇的一道“必答题”。

去年，南川区依托坝坝舞团队，组建起82支文
明“一起舞”志愿服务队，将5601名坝坝舞队员转
化为文明志愿者。通过定期培训，提高团队负责人
的领导水平。通过正反两个方向的积分，量化团队
的文明程度，每年评选出5个优秀团队给予奖励。

同时，南川区文明办联合公安、城管、环保等
部门对这些团队进行规范化监管，引导他们带动
身边人一起开展文明实践和志愿服务。

从遭人白眼的“游击队”变成官方登记的“子弟
兵”，也极大地激发了众多“坝坝舞”成员的荣誉感、
成就感、自豪感。从主动降低扰民因素到文明协调
活动场所，再到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文明“一起舞”
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们如同一粒粒文明的种子茁壮
成长，逐步凝聚起整个社会的文明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南川82支文明“一起舞”志愿
服务队成立以来，先后参与社会防控、文明劝导、
创文宣传、巡逻等830余次，累计播放创文音频
2050余小时、发放宣传品8万多份，一块块坝坝成
为了传播文明的阵地。

而今，王吉美每天都会组织队员开展一个小时
的文明志愿活动，清理卫生死角、维护公共秩序、开
展“创文”宣传……“现在大家看我们的眼神都不一
样了。我们跳起舞来也更加畅快了！”

深化文明实践
锻造文明品牌

近年来，南川不断深化文明实践，弘扬时代新
风，培育时代新人，积极打造“文明直通车”“户联
网”“乐善承美”“坝坝加油站”“创城群众评”等文
明品牌，助力“创文”工作纵深推进。

文明直通车
南川组织区级部门业务骨干和专业志愿服务

队，以文艺表演、好人访谈、政策宣传、知识问答、
意见征集、问卷调查、模范人物巡讲、群众互动等
形式，深入基层宣传文明礼仪知识和“创文”知
识。通过加大时代化解读、形象化展示、故事化表
达，提高群众对“创文”工作的认可度，从而主动参
与“创文”。截至目前，全区开展“文明直通车”进
社区、进乡村活动共320余场次。

“户”联网
南川根据“地域相邻、志趣相投、行业相近、产

业相融”的原则，按村民意愿组建产业发展、文化
文艺、健康健身等各类特色“小家”，搭建志愿服务

“户联网”，推行骨干志愿者全覆盖联系服务群众，
实施问生计、问诉求、问建议、问良策、问经验，红
白事必到、家庭困难必到、矛盾纠纷必到、合理诉
求必到、突发事件必到的“五问五到”服务，把温暖
送进群众心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

乐善承美
南川坚持“大党建”理念，以探索“党建+”治理

为抓手，依托北师大南川附校，采用“1名党员＋N
名团员＋N名少先队员＋N名家长”的新模式，以

“乐治、乐业、乐礼、乐行、乐学、乐和”这“六乐”为
载体，打造9支“乐善”志愿服务队。目前，9支校
园乐善志愿服务队的参与人数已达2000余人次，
服务群众5万人次，实现了学校、家庭、社会互动，
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牵手。

南川 文明花开 城市更美

扮靓城市颜值

高位高效推动之下，文明的浸润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发生。

从近年开始，西城街道龙福小区居民张宁宁开始习惯于
到附近的中心农贸市场采购食材。干净整洁的环境成为张
宁宁从超市转投农贸市场的重要原因。

中心农贸市场是南川城区的一座老农贸市场。这里菜
品新鲜，价格适中，还能够淘到不少“土货”。但在前几年，这
个市场和周边大型超市相比，环境脏乱差也是不争的事实。

“垃圾污水随处可见，有些地方甚至难以下脚……”张宁宁回
忆。

文明城区创建以来，南川对中心农贸市场环境进行了持
续全面的改造提升。地面、墙面经过重新铺设和涂装焕然一
新；摊位根据经营品类进行重新规划，购物更加方便；保洁人
员加大了巡查清洁频率，垃圾污水不见了踪影；车辆不再随
意停放，通行环境大为改观……

在南川城区，环境面貌发生巨变的农贸市场不止中心农
贸市场一家。为了让群众的“菜篮子”拎得舒心，南川聚焦城
区农贸市场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差等短板，成立了农贸市场
专项整治工作组，高标准对中心农贸市场、仙龙塘农贸市场、
北街农贸市场、北郊农贸市场4个城区农贸市场进行了改造
升级，开展综合整治。在大力改善农贸市场内部环境的同
时，加大对周边占道经营、占用消防通道等现象的整治，为市
民提供安全舒适的购物环境。

环境不断向好的农贸市场，是南川文明“硬环境”嬗变的
缩影。近年来，南川认真倾听民意，以问题为导向提升文明
硬环境。提升农贸市场、改造老旧小区、整治背街小巷、拆除
违章建筑、疏通交通堵点、兴建绿化景观……全区城市功能
不断完善，城市“颜值”不断扮靓，生活品质全面提升。

文明建设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支撑，经济发展也离不
开文明提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去年，南川致力打好稳经济组合拳，成立稳经济大盘
工作专班，高频精准有力调度，以超常规举措推动经济企
稳回升。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21.4亿元、增长3.4%，
增速列主城都市区第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5.3亿元、增
长 7.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215.7 亿元、增长
2.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3.4%、5.6%。
10项工作获市政府激励表彰，总量列全市第2。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面优化的营商环
境。去年，南川把优化营商环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
持刀刃向内抓整改、竭尽所能促创新，全区营商环境的

“软环境”和“硬条件”取得明显提升，在“促增长、保主体、
稳就业”方面发挥了“压舱石”作用。

全区扎实开展“政策大解读、企业大走访、服务大提
升、环境大改善”等活动，全区落实累计增值税留抵退税
9.66亿元、“六税两费”减免0.42亿元、制造业缓税0.87
亿元、减收失业保险费2155万元、减免承租国有房屋
租金1381万元、补贴企业水气费118万余元，有效缓
解了企业负担。

一手抓经济，一手惠民生。去年，南川投资
16亿元，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教
育医疗、就业创业、住房改善、养老扶助、文体惠
民、便民设施、生态环保等领域，实施区级民生实
事19件。以此为引领，让高品质生活“成色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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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文”不仅需要完善更新“硬环境”，还需要不断提
升“软实力”。南川区2023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推
进会提出，要在提高市民文明素养上下深功夫，持续加强
思想道德建设，培育选树文明典型，深入开展文明实践主
题活动，不断传播文明新风，涵养城市文明。

南川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落细落小目标，扎
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全面深化公民道德建
设，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紧盯“关键小事”抓文
明提升，引导广大市民自觉养成文明习惯，提高文明素养。

为发挥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在“创文”中的示范引领
作用，南川广泛开展文明“一起护”主题活动，将城区重点
区域划分成23个网格，每个网格由一个部门牵头、4个网
格单位负责，每周至少开展1次以上以大扫除、大擦洗、
大清理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服务活动。

南川机关干部在带头参与“创文”，解决网格区域
“脏、乱、差”等问题的同时，也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帮助
社区解决难点问题，引导群众自觉做文明行为的践行者，
文明创建的参与者，形成“全民创建”的浓厚氛围。

走进南川，很容易便会与文明不期而遇——十字路
口，交通志愿者协助维护交通秩序；社区楼栋，红色物业、
居民邻里守望相助共护家园；公园广场，环保志愿者捡拾
垃圾，身体力行倡导文明言行……

每个南川人的举手投足，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

提升营商环境

培育城市气质

南川城区新貌 摄/瞿明斌

市民舞彩带龙健身 摄市民舞彩带龙健身 摄//瞿明斌瞿明斌

““户联网户联网””志愿者帮助农户背运稻谷 摄志愿者帮助农户背运稻谷 摄//瞿明斌瞿明斌

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微宣讲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微宣讲

滨河公园 摄/汪新

乐善志愿服务小分队全家福乐善志愿服务小分队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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