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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形 铸神 提韵
——桂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炼成记”

6

□本报记者孙敏 刘倩

11月20日，桂林市成功获得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荣誉称号。这是桂林市首次入选文明城市“国家队”。

梅花香自苦寒来，“炼成”全国文明城市，桂林绝非一

日之功。

18年来，桂林市始终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矢

志不渝的追求。对于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

桂林清醒地知道：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不仅是一张城市名

片的争取之路，更是一座城市管理的思考之路、探寻之

路和创新发展之路。

在桂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桂林始终抬头

对标、低头查缺补漏，城市建设、精神文明涵养、城市

管理水平在一次次创城对标中拾级而上。

回望创城之路，几多辛劳，更多收获。我们的城市

在创城过程中，城市品位不断提升，基础建设不断完

善，人居环境日益适宜，城市建设“形神韵”逐渐凸

显。群众真实感受文明创建带来的实惠，真正共享文明

创建成果，人民生活幸福指数节节攀升，桂林也因此

获得更充分的经济创造力、稳固的社会凝聚力和强

烈的文化吸引力。

科学发展 塑造城市之“形”

城在景中、景在城中、城景交融。

这是桂林作为国际旅游胜地的城市形

象，也是桂林对全国文明城市的全新

注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

中，桂林始终坚持科学发展，结合

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要求，按照

国际化、智慧化、便利化要求，

塑造城市之“形”。

完善城市功能，夯实城市

基础。近年来，桂林“北通

南畅、东联西拓”大刀阔

斧，打通了城市“大动

脉”，建成16座人行天桥

和东西巷与正阳步行街地

下通道，市区实施单行线

道路30条，加快道路整

体通畅度，建成区路网

密度达到 8.02公里/平

方公里，循环互通的城

市立体交通格局基本形

成。城市“骨架”在拉

开，“血脉”在畅通，

颜值在提升，交通新图

带动了桂林城市的新发

展，让城市发展拥有了

“加速度”，获得了新

机遇。

城市功能的完善，

也在大街小巷中悄然发

生着变化：在城市易涝

点，新建的142个海绵

型建筑与小区项目实现

了源头减排；新建的

44.11公里雨水管道、

91.95公里污水管道，加

快城市雨污分流；城镇公

共 供 水 普 及 率 达 到

99.3%、社区供电综合电压

合格率99.557%、城市燃气

普 及 率 已 连 续 3年 达 到

100%；平安桂林“天网”工

程建设大力推进，发行居民健

康卡 101万张，全市 90%的公

立医院实现健康信息共享。

老旧小区改造有序推进，旧址

新家好风景。 2014年 5月 12日，

我市启动了首批无物业小区环境综合

整治项目，按照“管通、路平、灯亮、

整洁、安全、有序”的目标要求，实施无

物业管理小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截至目

前，我市已全部完成2014至2016年度无物

业管理小区改造任务数260个，2019-2020年

完工老旧小区改造10余个、开工100多个。与此

同时，南站市场、桂林汽车客运总站搬迁等一批车

站码头、菜市场、停车场等设施全面提升，让市民生活

环境更加宜居。

逍遥楼上邀明月，东西巷里看繁华。如今，越来越

多的棚户区、城中村变“城中景”，成为桂林全新的城

市地标。 2013年至2020年，桂林市共实施棚户区改

造7.0764万套，累计总投资240多亿元，改善了20

多万人的居住条件，城市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对照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标准，结合桂林自身特色，桂林不断优

化空间布局，形成错落有致、疏密有序、显山露水、组

团布局的城市形态。

共享发展 铸就城市之“神”

在创城过程中，桂林人明显感受到城市在进步、家

园在变美、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对创城的理解，桂林

人也完成了从“要我创城”到“我要创城”的转变，桂

林各级各部门也将对标创城作为检验自身工作的一个重

要标尺，不断提升自我要求。桂林城市的“精气神”，

在这些转变中不断提升。

从2013年开始，桂林市委、市政府率领全市上下

开展声势浩大、持之以恒的“桂林人建好桂林城，桂林

人管好桂林城”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打响了广西新一轮

环境综合整治行动的“第一枪”。全市各个部门和社会

各界都动员起来，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桂林城市管

理和建设中来。

交通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在全市范围展开。市文

明办、市交警部门以及市属媒体密切配合，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行人闯红灯和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专项整治行

动，“车辆礼让行人”成为桂林文明新风尚。

强力推进“两违”清理整治专项行

动的“拆违风暴”在桂林城市

掀起，乱搭乱建和各类

违法广告牌被逐

一 依 法 拆

除。

桂

林 城

市管理工

作不断提标

提速：2014年12

月，桂林市城市管理委

员会正式组建，城市管理职责

得到整合，实现从“小城管”向“大城

管”转变；2015年4月，桂林正式启用数字化城市管

理系统；2016年3月，被称为桂林史上最严格的城市

管理考评——— 《桂林市城市管理绩效考评办法》正式颁

布实施。据统计，2016年以来，数字化城市管理案卷

总数达 1943169件，处置数 1942345件，处置率为

99.96%，市民对城市管理的满意度不断提高。

随着环境整治的深入，桂林将“整治之手”伸向政

务环境。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最大限度地方便群

众、企业办事，成为2018年桂林市“放管服”改革的

新亮点。 2019年3月15日，桂林市政务服务监督管

理办公室公布了《桂林市本级第一批“最多跑一次”政

务服务事项目录清单》，88项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流

程得到优化、简化，桂林成为广西首个公布“最多跑一

次”目录清单的地级市。

弯腰捡烟头，拾起的是政府对于城市卫生环境的承

诺；车让人，唤醒的是人们对规则的敬畏；“只进一扇

门、最多跑一次”的目录清单，袒露的是政府探索打破

部门之间、部门与百姓之间的沟壑与距离的自我革新的

勇气……桂林环境整治的意义，远不

止扫一条街道、遵守一次红

绿灯那么简单。环境

整治带来的，

是对桂林

城市精

气

神

的 全

新注释。

2017年7

月 7日，桂林推出

“创建文明城 为民办实

事”的“金点子”活动。

这一以“以人为本”为理念的“金点子”一

经推出，立即引发了全民参与，打开了城市管理全民共

治的全新局面。市民们纷纷为创城献计献策，用自己力

所能及的方式为城市管理贡献力量，点燃了全民参与创

城的热情。

据统计，“金点子”活动从 2017年 7月启动至

今，“金点子”办公室一共收到市民通过24小时热线

电话、信件、邮件发送等方式提出的意见、建议8174

件，已办结7764件，办结率达95%，一大批群众反映

强烈、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解决。

2020年 5月 12日，桂林启动“百日攻坚”行

动，创新推出了包联工作机制，由市四家班子领导、相

关区(县)、市直单位形成包联工作关系，围绕

“ 14349125”工作安排(即1项包联行动推动、 4大

测评推动、 34类标杆示范推动、 9大攻坚推动、 12

项测评项目推动、 5大统筹推动)创建工作安排，明确

分工，各自发力，在各自的“责任田”里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各县区、各创城责任单位对照测评标

准，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城市环境、营造创建氛围。市

直和城区相关单位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市民们全力支

持、共同参与，为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供强大保

障。

人人都是城市主人翁，人人都是创城受益者。在共

同创建、共享发展中，“桂林人建好桂林城，桂林人管

好桂林城”的精神风貌不断提振，城市“精气神”不断

提升。

融合发展 涵养、提升城市之“韵”

2013年4月2日， 6000多名志愿者汇集市

中心广场，向全市人民发出争当文明市民、建设

美丽桂林的倡议，启动了“争当文明市民 建

设美丽桂林”市民素质提升行动，也拉开了

桂林涵养“爱国爱家爱桂林 讲德讲孝讲

文明”城市人文精神之路。

近年来，桂林大力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 20多项模范评选活

动，涌现出全国十大“最美乡村

医生”谢序忠、谢本合父子，感

动中国年度人物何■，全国

“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刘萌刚

等一大批模范人物。推进

“讲文明、树新风”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诚信友善深

入人心，文明和谐蔚然成

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我市率先为湖北游

客设立定点宾馆，市民

纷纷为游客献爱心，率

先发出单个市编组专

列驰援湖北，率先设

立老年人临时隔离护

理区，文明友善蔚然

成风。

截至目前，全市

共创建全国文明单位

19个、全国文明村

镇 17个、全国文明

家庭 3户、全国文

明校园 2所、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4

处、自治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示范点 1

个。评选桂林市第二

届文明家庭 20户，

开展“传家训、立家

规、扬家风”等活动

700多场次，受众近

10万人次。志愿者注

册人数超过常住人口的

17%， 活 跃 度 达

69.43%，注册总人数和

活跃度居广西前列，涌现

了“周末爱心妈妈”等一批

全国优秀品牌。

与此同时，桂林还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创城

与传承文化、保护山水相结合，

持续推进“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

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工程，打造

逍遥楼、东西巷等一批文化新地标，

修复开放甑皮岩等一批遗址公园，湘江

战役纪念设施列入国家长征文化公园，城

市人文环境不断提升。

从2015年开始，桂林市委、市政府把改

善空气质量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

程，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通过“五大专项行动”、“十大组合拳”，全力

防治污染。同时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持续推进漓江

生态保护与修复提升工程，对漓江城市段干流、支流的

排水口进行截污整治，拆除沿江洲岛乱搭违建餐厅，清

理住家船、网箱养鱼等污染源，守住生态“生命线”，

巩固南溪河、灵剑溪、道光河等黑臭水体治理成果。

如今，桂林主要河流和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持 100%，入选全国黑臭

水体治理示范城市。今年 6月，漓江、湘江等 7

大河流地表水断面水环境质量状况在全国排名第

二。 49个主要江河水库水功能区、 6处跨设区市

及 12处跨县(市、区)河流交界断面水质达标率均

为 100%。 2020年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

量状况排名全国第四。

以优秀文化提升城市自信，以良好生态优化城市环

境，“一城文化满城绿”的桂林风韵充分彰显。如今的

桂林，心灵与山水同美，文明与胜地同辉。

全国文明城市的授牌，对桂林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起

点。对城市文明的不懈追求与精进，桂林还在继续前

进。

热烈祝贺桂林市荣获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在创城过程中，桂林城市品位不断提升，

基础建设不断完善，人居环境日益适宜，城市

建设“形神韵”逐渐凸显。记者唐艳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