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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 高质量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三从十做”
打造靓丽的文明风景线

“大综合一体化”
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取得新突破

走进大渡口区建胜镇百佳园社区，许多带着宠物狗的
市民在散步。可以看到，这些狗都被拴上了牵引绳。

“现在和以前相比，外出遛狗拴牵引绳的多了，便道上
原来经常可见的狗便也少了，早上遛弯经常看见邻居自行
清理狗便。看到这样的变化，特别开心。”百佳园社区居民
刘天明说。

百佳园是2017年成立的“农转非”安置房社区，农村
“看家狗”变小区“宠物狗”，犬吠扰民、犬窜惊人、犬不系绳
威胁人身安全等矛盾尖锐，管理服务难等问题突出。

近年来，社区以“自律、共律、法律”破解养犬治理困局，
养犬纠纷显著下降。

据社区工作人员居跃南介绍，他们物色推荐有犬户和
无犬户代表，在大渡口区委政法委和区公安分局指导下，充

分征求居民意见，共同商议制定《社区文明养犬自治公约》，
经居民代表大会通过后施行，明确不饲养禁养犬只、依法办
证、定期打疫苗、遛狗牵绳佩戴嘴套、妥善处置犬便、管控犬
吠噪音、携犬只文明乘坐电梯、妥善处理病犬伤犬死犬、积
极协商解决涉犬纠纷矛盾、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犬只管理、无
人认领犬只委托物业按相关规定处理等11类具体行为。

各方制定共治规则，划定各自职责：网格员、楼栋长
分区域常态排查，发现养犬矛盾第一时间上报社区；社区
民警负责养犬登记、协调街道和社区收容流浪犬、处理涉
犬纠纷；城管执法队员负责涉犬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农服
中心负责指导养犬人对犬只尸体实施无害化处理；物业
负责养犬文明劝导、巡逻巡查、清理流浪犬等，确保工作
有序推进。

百佳园社区的热心人士还成立了一支“爱宠”劝导志愿
服务队，志愿者自发在小区巡逻，及时为“宠物便箱”补充拾
便袋和纸巾，劝阻不文明养犬行为。

一个小区的文明，映照一个城区的文明。
近年来，大渡口区委宣传部、区创文办会同区司法局，

组织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生态环境、文化旅游、交通运输、
农业农村、应急管理、公安等执法部门，围绕群众关切、反映
强烈的“小案小事”，协同开展“德法相伴文明相随”行政执
法主题实践活动。

随着大渡口各级各部门实现行政执法与精神文明创建
有机融合，持续改进创新新时代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不断提
高市民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现在，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早已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全体市民的“大合唱”。

近日召开的市城市治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建
立健全“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
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建设，努力打造宜

居韧性智慧治理新样板，加快建设超大城市现代
化治理示范区。

就大渡口区而言，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与城市综合治理早已密不可分。该区抓住城市综合治理
末梢，下好绣花功夫，文明城市治理精度不断提升。

9月2日，大渡口区在重庆市率先成立了首家行政执
法法制审核中心，它标志着大渡口区顺利构建起了“1+
5+1”一体化贯通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队伍体系，
即1个法制审核中心、区级5支综合行政执法队伍、镇街1
支队伍管执法。这一体系的搭建推动大渡口区综合行政
执法工作迈出了新步伐。

今年以来，大渡口区创新运用执法队伍、执法事项、
执法监管、协调监督、数字赋能“五个综合”关键变量，致
力于打造一支职能清晰、队伍精简、协调高效、监督有力
的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聚焦基层行政执法中存在的痛点、
难点与堵点，努力惠及更多群众和企业。

在“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中，如何在给执法
频次与执法队伍“做减法”的同时，还能实现执法力度和
执法质效不降反增？

为破解这一难题，大渡口区以数字赋能实现提质增

效——积极推进执法平台“大综合一体化”。
“此前单一部门发起联合检查难度极大，需要先制定

工作方案，再进行跨部门协调，耗时耗力。”大渡口区八桥
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李先锋介绍，现在，通过“执法+
监督”一体化数字集成应用中的“多跨智查”模块，就能实
现“任务发布—部门邀约—现场检查—处理处罚—结果
反馈”线上全流程闭环运行，大大提高了执法效率。截至
目前，大渡口区级行政执法部门已全部完成主体资格维
护，实现“执法+监督”数字应用100%入驻。

让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大渡口区城市
管理局积极推动多跨事件上线测试和应用贯通，不断提
升设施运行板块实战能力。目前，大渡口区城市运行管
理服务平台已实现282类的城市事件和部件管理。通过
市级下派、Al视频抓拍、随手拍、监督员上报等方式，
2024年共计收集城市管理问题54450件，有效结案率达
92.64%，城市治理效能得到稳步提升。

“您好！这是春晖路街道今年3月上线的‘AI数智网格

员’平台，您有什么需求，可以直接用语音跟它讲。”近日，春
晖路街道社区网格员正耐心地向群众宣传“AI数智网格员”。

网格城市综合治理最小单元，春晖路街道基于基层
智治平台打造了“AI数智网格员”组件，构建“微治理”
模式为基层减负增效。贯通运行以来，网格员日均接收
的证件审批、社保办理等重复咨询减少60%，常规区域
人工巡查耗时减少50%，但日均发现解决问题数量提升
2倍，群众五星好评率达92.5%。目前，“AI数智网格
员”组件已实现全区推广，累计绑定用户11.2万人、全区
常住人口覆盖率达26.6%，页面访问量超30万次，群众
咨询量超2.6万次。

文明新征程，城市新未来。大渡口区的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工作，正以高度的引领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强大力量。

“德法相伴”
推进道德涵养与法治建设融合发展

城市文明程度和“大综合一体化”治理效能同步提升

向先生是一名外卖平台的骑手小
哥，近日，他在朋友的推荐下，在微信小程序

中认证了一个“惠新码”，每当他在大渡口区送餐时，
只需要在门岗处扫码，亮出自己的“惠新码”，就能快速进

入小区，完成自己的订单。
“惠新码”是在市总工会的指导下，由大渡口区总工会开发，今年

9月在大渡口区上线运行的。该数字应用平台，能够为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提供从业身份数字认证，实现身份验证电子化、出行管理数字化。此外，在

数字平台中，还设置有心灵驿站、政
策法规、就业服务、权益维护等模块，提供心
理咨询、政策解读、法律咨询等服务。

共建全民友好型社会，是大渡口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迈向高质量、谱写新篇章的一个缩影。

一个“有礼有序有爱有感、净化绿化亮化美化”，城市文明程度和
“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运行效能、整体智治能力全面提
升的大渡口渐行渐近。

“现在我每天早上都要在‘德分宝’上签
到，看看平台上又多了哪些善行义举，感觉一天

充满了正能量。”家住大渡口区八桥镇融城社区的
居民王俊梅逢人便夸“德分宝”，还向亲朋好友推荐

下载。
王俊梅口中的“德分宝”是融城社区利用技术化手

段开创的社区智慧治理新模式，该平台整合了社区理发
店、超市、物业公司、影院等社会资源，构建起了物资换
积分、积分换服务、服务换积分等多元可循环的激励回馈
机制，给予市民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让善行有回报，形
成了“付出、积累、回报”良性循环。

8月10日，由大渡口区民政局、区妇联、团区委联合主
办，孝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流金岁月·家和钢城”钢

城之婚集体婚礼在大渡口爱情公园举办。该活动将钢城文
化深度融入到集体婚礼仪式流程中，通过重温钢铁之城流
金岁月，弘扬父辈简约朴素的婚俗礼仪，培养新婚家庭及观
礼群众树立婚事新办、简办的婚俗文明新风尚，助推“春风
满巴渝”社会风气提升行动在义渡大地落实落细。

这样的婚俗改革活动，“全国最美家庭”李炎清时常参
加。李炎清与妻子共同抚养有听力障碍的儿子，并培养出
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孙女。他爱与年轻人分享幸福婚姻经
营之道：把孝心献给父母、真心献给伴侣、爱心留给孩子、善
心献给公益。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赋予城市发展生生不息
的力量。

大渡口区聚焦群众关切、反映强烈的“小案小事”，倡导

“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的“三从”新风尚，
深入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十项文明行为我在做”活动，
引导市民文明习惯养成和文明风尚培育，凝聚社会共识，为
该区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精神力量。

目前，大渡口区累计培育文明实践队伍400余支、文明
实践志愿者10.9万余人，占全区常住人口的26%。组织开
展“车头向外、整齐停放”等“三从十做”文明实践活动1.4万
余场次，受众40.2万余人。文明积分平台的应用以来，累计
兑换物品1.2万余件，兑换家政清洁等服务6400余次，辖区
内参与“三从十做”的单位达80%，有效解决了“运行不顺
畅”“活跃不起来”“平常难坚持”等问题。全区涌现“时代楷
模”王红旭、“中国好人”曾信华等市级以上先进典型400余
个，切实做到“时代楷模顶天立地、先进典型铺天盖地”。

“钢城之婚”七夕特色集体婚礼现场

工作人员向居民宣传“文明养犬”注意事项

大渡口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

大渡口公园大渡口公园 摄摄//刘映呈刘映呈

王彩艳 陈佳佳
图片除署名外由大渡口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