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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不完善，大部分住房无独立厕所，给居民生活带来
诸多不便。此外，老家属区内存在大量早期居民自建的
煤棚及其附属设施，其中多数已废弃或损毁，严重影响
了社区的整体环境面貌。

经过改造，曾经的老旧小区焕然一新，居民居住环
境得到了显著提升。

“人老了还是比较念旧，身边好多朋友都给我说小
区变好了，我就搬回来了。”小区居民唐菊芳告诉记者，
以前小区环境脏乱差，他就搬到贵阳和女儿一起住，后
来听到小区重新改造的消息，最终又选择搬回来了。

在玉屏城区中心地带，有不少老旧小区，长期以来，
车位少、停车难、乱停车等问题影响居住质量，居民深有
体会。

文昌阁小区与很多老旧小区一样，存在楼道老旧、
基础设施破损、环境脏乱差、雨污不分流等问题，一度成
为困扰小区居民的“烦心事”，居民有强烈的改造欲望。

通过前期实打实的摸底调查，重点在小区的功能完
善、空间挖潜和服务提升上下功夫，不仅注重道路硬化、
停车位改造，规范的消防通道标识，更注重水电改造、天
然气入户、充电桩分类及小区文化墙和雨污分流等细
节，让小区环境实现整体升级。

76岁的朱莉已在文昌阁小区住15个年头了，亲眼
见证了小区的完美蜕变。“以前小区里随处都能看到垃
圾，汽车、电瓶车乱停乱放，电线、管网存在安全隐患，经
过老旧小区改造后，这些现在都看不到了，住着很安心
舒心。”

作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项目，玉屏创建文明城
市不仅做好外露的“面子”，更做好惠民的“里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基本内容抬眼可见，市民耳熟能详。十字路口，交通志
愿者们引导行人、非机动车有序通过，机动车礼让行人
已然成为一种自觉。街道两旁，商家认真落实“门前三
包”责任制，环境整洁，井然有序。

走进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定期举办文明宣讲活
动，道德讲堂、文明餐桌行动等不断浸润着每一个市民。

“几年创建，城市仿佛被一夜唤醒，全市上下齐心协
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玉屏自治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统战部部长韩建国感慨万千。

如今，放眼玉屏，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群众善举不胜
枚举，志愿服务温暖人心，文明和谐的景象遍布城乡，城
市风景如画，文明蔚然成风，文娱活动丰富多彩。在公
园里，在道路旁，林木葱郁，繁花似锦；大街小巷、社区院
落，整洁干净，赏心悦目；公共场所，人人举止文明，谈吐
文雅，处处彰显文明的力量。

回顾因“创文”而改变的生活，玉屏市民发现，城市
因“创文”而愈发靓丽，市民也因“创文”而更感幸福。

今天，玉屏这座华丽蝶变的黔边新城，正以崭新的
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市融媒体中心特约记者 何川

共 建 文 明 共 享 美 好
——玉屏侗族自治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走笔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幸福底色，是一座
城市的内在气质，似春风拂面，让城市充满
活力，让百姓幸福感与日俱增，当城市与文
明牵手，城市因文明更添魅力，百姓因文明
更得实惠，社会因文明更加和谐。

岁末年初，走在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的
大街小巷，随意拍摄一个场景，都会让人感
受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带来的可喜变化：路
边绿树红花，环境优美；道路畅通整洁，行人
文 明 礼 让 ；公 益 设 施 完 善 ，夜 晚 流 光 溢
彩……

玉屏把文明城市创建作为最大的民生
工程，深入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的初心理念，扎实开展城市基础设
施提升、五大创建等专项行动，全县上下联
动，凝聚起创城的强大合力，掀起一场干群
携手、人人参与的文明创建热潮，诗一般的
意境，画一样的美景，正在舞阳河畔孕育
而生。

步入新年，记者信步玉屏城区，放慢脚
步，倾听文明花开的声音……

文明，是一座城市最好的名片。近年来，玉屏在强
化工作机制、民生实事、常态管理、品牌质量上下功夫，
用群众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成效，推动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走深走实。

工作中，将创文作为全县头等大事来抓，成立创文
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担任组长，通过县委常委会、
工作领导小组会、现场调研督导等方式，实行“一月一调
度”，将全县分为48个大网格，90个小网格，构建县、乡、
村（社区）和网格“四级指挥体系”，形成一级促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创建格局，高位高效推进工作。

研究出台《玉屏侗族自治县乡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
水治理条例》《玉屏侗族自治县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强化城乡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和城乡规范管理，实
现城乡一体化推进，印发《玉屏侗族自治县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城区网格化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县四家班子
主要领导及成员、县直部门、街道班子成员网格包保责
任，不断提升网格管理水平。

创建工作中，深入了解群众所需，持续完善城市功
能，补齐短板弱项。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难题，逐个找
准症结，逐项抓好整改，增进民生福祉，将创建工作的各
个环节渗透到城市建设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更多群众共
享创建成果。

一直以来，玉屏城区有不少流动摊贩，在为市民提
供“生活便利”的同时，难免会产生占道经营、摊位凌乱、
垃圾乱丢等问题。

如何既要“烟火气”又要“文明味”，这离不开文明创
建与城市管理的“深度融合”。

每天清晨，卖了10多年水果的张文礼，依旧像往常
一样，开着三轮车，早早拉着一车水果来到便民疏导点，
满足市民清晨购物需求。

张文礼摆摊的位置在玉屏县城中华路，小小车厢里，
甘蔗、苹果、猕猴桃、柚子等季节性水果堆放整整齐齐。

过去县里未规划便民疏导点，张文礼经常开着车四
处经营，甚至有时候为了家庭开销，还起早贪黑开车进
乡村吆喝售卖。

玉屏结合城市管理工作实际，本着“科学设置、疏堵
结合”原则，在不影响市民生活、不堵塞交通的情况下，
在主城区部分车行道、人行道和巷道规划城市管理临时
便民疏导点，方便摊贩开展经营活动。

在县城中华路便民疏导点，水果、蔬菜、小吃等各类
摊位应接不暇，各摊位店主热情迎客。很多市民一家三
口或三五知己在这些小店中穿梭，他们手上都拿着各种
心仪的商品。

“以前没有这么整洁，摊位摆放比较随意，环境卫生
也比较差，现在好多了，人流量大了，生意好的时候每天
收入能达到八九百元。”张文礼说，这个秩序形成后，不
用到处跑，大家都自觉遵守。

流动摊贩进入便民疏导点，既有效解决了交通拥堵
问题，还路于民，又保障了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促进了
经济发展，同时也为市民营造更加有序、优美的城市环
境。“创文”对城市的影响表现在“细枝末节”上，城市文
明气度的改变也让经济有了更多发展空间。

“创文”之根本在于“惠民”。玉屏全国文明创建办
主任姚令告诉记者，自“创文”行动开展以来，无论是老
旧小区，还是农村乡镇，城镇面貌可谓日新月异。

惠民机制惠民机制
让创建更有温度让创建更有温度

全民同心全民同心
共创黔边文明城共创黔边文明城

共建共享共建共享
掀起争创热潮掀起争创热潮

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2024年12月28日，市民们吃过晚饭出门散步，好远

就听到一阵阵动听音乐传来，不由得前往驻足观看，原
来是“侗听音乐会”年度盛典正在举行，吸引不少市民观
赏，老中青幼各个年龄段交叉搭配出场，音乐、舞蹈、说
唱各有千秋，其乐融融，和谐共处，共同唱响繁华盛世。

“侗听音乐会”是以群众文化为基础，由玉屏侗族自
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主办，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共
同打造的别具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或在火车书屋、或
在风雨桥头、或在侗乡风情园、或在学校、或在社区和乡
村，哪里有文艺，哪里就是侗听音乐会的舞台。2024年
已推出32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赋能、情感上相互亲
近，大家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年过古稀的郑奕欧是一
名老玉屏人，在他看来，玉屏这个黔边小县，经过各民族
共同创建，城市面貌似乎一下子就“变样了”。

文明创建，关乎百姓的幸福指数。“以人为本，创城
惠民”始终是玉屏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不变的初心。

人民路位于玉屏自治县老城区，人行道过于宽阔，
主街道狭窄，导致经常堵车，学生也较多，周边居民出行
很不方便。市民将此事投进了书记信箱，经过开会讨论
研究，已将人民路划为单行道，堵车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群众纷纷点赞。

“楼道干净整洁、消防通道顺畅、环境越来越美。”紫
气山小区位于人民路旁边，提起创文带来的变化，社区
老支书胡云富打开了话匣子，“以前没有停车位，经常乱
停乱放，小广告遍地都是，现在划定区域统一管理，看起
来舒服多了。”

城市文明的成长和成熟，离不开制度的支撑。胡云
富的感受，正来自于此。

玉屏出台《玉屏侗族自治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积分
管理制度（试行）》，制定了 6个正向加分和7个负向扣分
项，将结果与党员干部个人职级晋升挂钩，充分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

对乡镇（街道）和创文重要职能部门及网格开展“月评
比”，随机抽取主次干道、景区、学校、社区（小区）和“最美
庭院”等点位进行评比打分，将月评比成绩通报至各单位，
并在政务大厅大屏和官方网络平台对外公布。

自创建工作开展以来，玉屏始终把营造浓厚的社会
舆论氛围贯穿创建全过程，为提升居民群众知晓率、参
与率、支持率，积极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宣传，各包联单位
深入社区讲解文明城区创建的积极意义与精神内涵、在
辖区宣传栏张贴海报、悬挂横幅，号召广大群众从自身
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

文明，浸润着一座城市的人文气韵，衡量着一座城市
的精神高度。玉屏利用重要节日节点，深入开展全民读书
日、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文明祭祀等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市
民争做“文明有礼玉屏人”，形成“志愿服务天天有，文明创
建随处见”的良好局面，不断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共同促进民族团结之花在玉屏常开常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一次大考，比拼的是勇气，考验
的是担当。玉屏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全县上下一
心、全力以赴，以“背水一战”的坚定决心，举全县之力，聚
全民之智，持续推动创城工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美丽整洁的北门廊桥、灯光辉映的一河两岸、和睦相
处的街坊邻里……如今玉屏城区，街道小巷干净整

洁，马路通道畅通有序，公园景点绿荫成蔽，文
明守礼蔚然成风，各族人民在这片文明的土地

箫笛名都，侗听玉屏。玉屏是一个听着箫声笛韵成
长起来的城市，一座别具侗乡风情的秀美小城。

成风化人，涵养城市文明沃土。一座城市，建筑是
骨架，环境是容貌，文明则是灵魂。

2025年元旦前一天，在玉屏校场坝社区，群众围坐
一起迎新年，欣赏精彩的文艺表演，欢笑声和掌声此起
彼伏。

社区内曾经狭窄拥挤、脏乱不堪的过道，如今变得
宽敞明亮，水泥和沥青铺就的道路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
光泽，粉刷一新的墙体色彩鲜明，仿佛为社区披上了一
件崭新的外衣，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到晚上，小区里面总是漆黑一片。”“年纪大了，
家里没有厕所太不方便，尤其是冬天又冷又滑。”“以前
那些煤棚现在根本没什么人用了，大家都往那里扔垃
圾。”……

说起老家属区改造前的样子，居民们都觉得糟心。
校场坝社区铁路老家属区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主要服
务于铁路在职职工、退休职工及遗属，因修建较早，基础

微
笑
服
务
。

干部职工入户开展创文知识宣传。

蒋家田农贸市场一瞥。

十字路志愿者执勤。

屏山公园航拍屏山公园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