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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庆开放开发的前沿阵地和两江新区的核心板块，渝北区
地处重庆主城北面，幅员 1452 平方公里，辖 20 个镇街，是重庆都市
功能拓展区范围内经济体量、开发平台、区位优势均位居前列的地
区。这里自然资源丰富，人文底蕴浓郁，交通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
厚，是全国武术之乡、全国文化先进区、国家卫生区、国家园林城区、
全国平安区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并被评为 2012 年中国最具产
业创新活力城区之一，已成为西部宜业宜居快速发展的首善之区。

2008 年，渝北区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并于
2011 年通过第二轮复查验收。全区坚持“以人为本、
创建为民、共建共享”的建设思路，以美化城乡环境、
优化政务服务、提升市民素质、规范公共秩序、创新
社会管理、强化社区服务为重点，不断巩固深化文明
建设成果，把渝北建设成为环境优美、秩序良好、生
活宜居、群众满意的西部文明示范窗口。

以人为本 人文精神新升华

为提升文明城区的品质，渝北区着眼于培育渝
北特色人文精神和不断提高市民文明素质，积极倡
导和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
德，通过凡人善举的典型宣传，通过城市精神的丰富
升华，让市民更加自觉地行文明事、做文明人，从而
凝聚了勇于创业、敢为人先的创建精神和一股文明
自律、我为人人的全民创建新风。

在今年的文明城区建设中，渝北人用实际行动
使“谦恭有礼、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得到升华。做人
谦恭有礼，做事开放包容，成为渝北建设文明城区的
宝贵精神财富。

文明城区好人辈出：15 年对因公负伤高位截瘫的丈夫不离不
弃，独自一人承担起家庭重担的重庆市孝老爱亲道德模范、警嫂龚
家玲；诚实守信、拾金不昧的个体商户贾国平；柔性执法、敬业奉献
的交通巡警李自立；助人为乐的“活雷锋”朱森林；爱打抱不平的“热
心肠”胡祖明⋯⋯他们多年如一日地践行着“崇德尚文、互帮互助”
的文明精神，于平凡中谱写出一篇篇“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
己”的乐章。

近年来，渝北已策划开展了三届渝北区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积极
参加历届全国、市级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累计培育表彰了34位区级道
德模范，推荐获评市级道德模范有 7 位，以此培养了市民“助人为乐、
敬业奉献、诚实守信、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的高尚道德文化情操，引领
了全社会“知荣辱、学楷模、树新风、做好人”的道德文化风尚。

“群众是文明的主体”。渝北区牢牢把握了这一核心，全面广泛
开展文明单位（行业、村镇等）评比活动，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
村、文明小区创建门类齐全，标兵逐级创建体系完善。建立 200 多个
道德讲堂，全区道德讲堂累计开展活动 1200 余场。开展道德模范巡
讲活动 230 多场。同时，募集社会资金建立了志愿服务基金，组建了
45 个志愿者分会、200 多支志愿服务小分队，招募注册了志愿者十
万名，占全区建成区常住人口的 12%。

特别是文明志愿者，寒来暑往、长期不懈地开展文明劝导志愿
服务，提醒市民文明交通行为、文明用语、礼貌问候、爱护公物、爱护
公共环境，并修身律己、以身作则、做好表率，用自己的言行引导和
感染周围的人群，使广大市民步入了“美丽渝北是我家，我让渝北更
美丽”的良性轨道，形成了渝北“人人是形象，处处见礼仪”的良好景
象。

当每一位渝北市民在感受城市温馨的同时，让公民道德和社会
责任感渗透于心田、贯穿于行动，这个城市文明品质的保持和提升
就具备了更加坚固的根基。

创建为民 民生实事赢民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是文明创建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多年来，渝北
一直坚持“立足根本，创建为民”的建设理念，将“全国文明城区”建
设作为为人民群众谋福祉的民生工程来抓，力求每一个创建举措合
乎民意，每一项创建成果惠及百姓，在文明城区建设中切实解决了
一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赢得了老百姓的普遍赞誉。

“我们小区居民得了实惠。”家住龙塔街道鲁能星城的魏海洋提

着一袋蔬菜从龙塔帝怡菜市场走出来。他指着身后菜市场说，以前
这里秩序很乱，摊贩占道买菜，垃圾遍地都是，通过政府的改造升级
和加强管理，现在的市场非常干净、整洁、有序。

创建文明城市，坚持利民惠民。近年来，渝北区累计完成医疗、
教育、住房、就业、社保等民生投入 200 多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
61%，实现了社会民生与经济发展同步推进。2009 年以来，渝北新建
成并开放了 12 个城市公园、10 万平方米城市广场，完成了“六河七

湖”3000 公顷污染治理，完成了森林工程建设 18.8 万亩，新增城市
绿地面积 695万平方米，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49%，城区空气质量年
优良天数保持在 320 天以上。未来几年，随着环保“五大行动”的开
展，渝北将更进一步优化自然环境，创建成为国家生态区。

渝北文明城区建设工作不搞形式主义的花架子，都是从服务民
生、改善民生做起的。为老百姓的生活更方便、出行更顺畅，渝北还
大力整治城市环境，完成了 160 栋房屋立面改造、210 万平方米主次
干道黑化、46 万平方米危旧房改造和 25 个城区菜市场标准化改造，
使得渝北的市容环境更加整洁有序；建成了电子校立交、宝圣立交、
双凤桥立交，缓解了一批堵点；打通了服装城大道、供电支路、龙华
北路等 40 多条断头路，使路网更加完善；城市干道管控率、监控率、
重要路段交通信号协调率均达 100%，畅通工程第四年蝉联全国 A
类城市（区）一等管理水平。

社会事业方面也得到快速发展，建成区体育馆并投入使用，建
成 49 片塑胶运动场、15 个标准化公卫所，在全市率先实现社区卫生
服务站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覆盖率 100%。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夯实劳动就业、卫生计生、公共安全、文体教育、社会养老
综合服务体系，居民体质抽样合格率达 93%，医保参保率达 96.2%，
群众诉求及问题解决率达到 90%以上。

文明创建为人民，在赢得奖杯的同时，更赢得群众的口碑，这是
渝北区文明创建的一个奋斗目标。今年以来，渝北探索建立了领导
有力、管理规范、运行高效的工作机制，各单位认真实施和推进各项
工作任务，文明城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改善了城区条件，优化
了发展环境；增加了百姓实惠，提高了市民素质，切实做到“城市上
水平，百姓得实惠”。

“完成 42.34 万平方米城市棚户区改造；建设 48 个社区便民商
业设施、新增城市公厕 30 座和过街人行天桥 20 座⋯⋯”今年 9 月，
重庆市做出集中力量办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一批民生实事的决
定后，渝北区立即认真对照市 22件民生实事，结合渝北区实际，及时
调研摸排情况，反复研究出台了 28 项民生实事任务，投入资金约 27
亿元。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渝北区将把“办好民生实事”与“文明城区
常态化建设”结合起来，让民生与文明“两兄弟”结伴同行于渝北的
街道社区、大街小巷。

共建共享 持久创建促发展

渝北，随着重庆机场的建设、两江新区的布局、众多大型企业的

成长，以及历届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励精图治、团结一心、艰苦创业，
牢牢地把握住了发展的机遇，实现了从白手起家到领跑重庆，成为
了全市各项发展指标的“领头羊”——全区生产总值连年稳居全市
首位，工业总产值也连续六年位列全市工业十强区县榜首；今年前
三季度，渝北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698 亿元，增长 14.1%，主要经济指
标继续位居重庆市前列。

全国文明城区不仅是一个称号，它给渝北带来的是发展的升
级，文明的进步。文明，不仅是城市发展的成果，也已然
成为了检验发展、衡量发展的一个标准——文明城区
建设孕育出的软实力，变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
动力。

渝北区的蜕变可见一斑。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弯
道超车、遥遥领先”，除了上述机遇、政策因素外，渝北

“全国文明城区”的金字招牌和持续创建在其间显然发
挥了的重要作用——市民素质大大提升，基础设施进
一步完善，产业结构提档升级，政务环境廉洁高效，人
文环境健康向上、生态环境优美宜居，公共秩序稳定有
序，社会管理服务周全⋯⋯.这些，既是渝北科学发展、
文明发展之“因”，更是全国文明城区建设之“果”。因果
之间，尽在“共建共享”——

群众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更应该是文明城市建
设的主力军。温文尔雅、干事创业的渝北人，通过用餐
不剩饭菜、出行不闯红绿灯等小事实事，主动参与到文
明城区建设，在参与中展现自己、教育自己、提高自己，
激发了全区人民作为文明城区主人翁的自豪感和荣誉
感。

同时，渝北通过广泛开展群众参与性文化活动极
力为群众构筑文化繁荣的精神乐园，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老百姓感受到文明城区建设的乐
趣，尝到了文明创建的“甜头”。比如，打造了“两江潮涌”文化艺术
月、镇街文艺汇演、“红五月”歌咏赛等品牌文化活动；在社区广泛组
织开展“好邻居百家宴”、“社区读书沙龙”、“社区运动会”、“社区文
明颂”等系列文体活动，加强了居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增进了邻里
友谊和社区和谐，培育了厚重的“社区文化”，丰富居民精神文化娱
乐生活。

文明似水，润物无声。恰是这种根植于群众的深土厚壤，激发出
群众的无穷智慧，渝北的文明之树才得以在家庭、社区、社会中生根
发芽、开花结果，从而带给人们更多的和谐、温馨与福祉。为了使这
种文明、和谐的力量持久，历年来，渝北通过不断建立完善统筹协调
的领导机制、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严密有效的监督机制、奖惩分明
的考核机制，探索确立了文明城区建设的长效机制，使全国文明城
区的建设成果有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持续而常态化建设全国文明城区，既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
源不绝的活力，也能为渝北建设“四区一门户”提供蓬勃不竭的动
力。当前，渝北区上下正全面贯彻落实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会精神，
抢抓机遇，积极作为，全力加快建设“现代都市风貌展示区、重庆临
空经济区、两江核心功能区、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重庆内陆开
放第一门户”，实现“科学发展、加快发展、率先发展”的目标任务。

全国文明城区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它是一种荣誉，更是一
种力量。在向着“四区一门户”目标前行的路上，渝北有长效机制，有
创新动力，有全员共建，有信心建设一个更加文明美丽的“全国文明
城区”。同时，全国文明城区建设也必将推动渝北在探索让文明长驻
的道路上，不断创新，不断超越，激励渝北人以开放、自信、文明的姿
态，去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使“文明”与“发
展”共时同行！ 文/郑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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