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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创建


江干区倾力打造文明劝导“铁军”


　　２０１７年初，江干区组建了一支特殊的志愿者队伍——— “文


明劝导队”，按照“四定三化三公开”的管理模式，常态化开展文


明劝导，大力弘扬社会文明风尚。


一是有点有面，覆盖全区。以社区为单位，定向招募文明劝


导员，定人定岗在交通路口、地铁站点、城中村社区针对各类不


文明现象开展日常劝导活动。这支文明劝导队伍有３００余人组


成，文明劝导点涉及全区 ４０个交通路口、１０个地铁站点和基层


重点社区，以点带面，全方位的开展文明劝导，助推城区文明程


度升级提升。


二是有板有眼，统一管理。江干区文明劝导大队按照“定


人、定岗、定时、定补”的“四定”原则，统筹安排全区文明劝导工


作。实施“规范化、机制化、智慧化”“三化”管理，同时健全文明


劝导员指挥命令、监管考核、问题流转、例会交流、服务保障、奖


励激励、招募劝退、宣传培训等八大机制。街道分设文明劝导中


队，负责劝导员的日常组织与管理，交警、城管、地铁等职能部门


负责专业培训与现场指导，形成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工作机


制。


三是有礼有节，规范运作。区文明劝导大队编印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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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导员工作手册》、《文明劝导工作机制手册》、《文明劝导员管


理软件使用手册》等资料，文明劝导员遵照开展劝导，对路口闯


红灯、社区乱堆放、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第一时间


进行制止。对劝导无效的，由劝导员联系现场交警或辖区城管


协调处理。现场无法处理的问题，通过智慧流转平台，转到劝导


大队，由区劝导大队组织联席会议协调解决，确保劝导工作扎实


有效。


四是有声有色，弘扬新风。目前，江干区已投入 ３００万元，


作为开展文明劝导工作的日常经费，明确了“星级劝导员”、“美


丽劝导岗”评定标准，下发了《江干区文明志愿劝导工作管理考


核办法》，编印了一张由“４０个交通路口、３０个公交站点、２０个


城中村改造社区、１０个地铁站”组成的 “作战地图”，落实 “公


开作战地图、公开责任清单、公开情况通报”的“三公开”举措，


着力打造一道弘扬文明新风尚的城市风景线。


（江干区文明办）


余杭区实施八大文明行动
深入推进“美丽余杭”建设


　　 余杭区为深入推进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今年以来全面开


展了清洁家园·总动员、文明乡风·我评议、公益广告·强氛围


等八大文明行动，全面强化“美丽余杭”建设，有力、有效提升城


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


一、清洁家园·总动员。清洁是文明的基础，该区以全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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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暴露垃圾为底线，开展清洁家园专项行动。策划开展“美丽


余杭 清洁先行”大行动，开展清明节、五一劳动节清洁大行动，


区四套班子领导示范、党员干部带头、全体市民参与。杭州市委


常委、区委书记毛溪浩，区长陈如根等主要领导亲力亲为。据不


完全统计，截止目前，全区有超过５８万人次参与清洁行动。根


据城市文明指数测评体系的标准，每月开展“双最”（最清洁、最


不清洁）镇街、村社区、农贸市场、企业园区评选，每月通报工作


进度，每年开展评比考核，落实工作责任，层层传递压力，全面打


造清洁家园。


二、文明乡风·我评议。通过“余杭发布”微信公众号投


票、电子问卷调查的形式，开展市民文明标准大讨论，在公开征


集、整理筛选、归纳提炼、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区委常委会讨论


和四套班子领导审定后，发布《余杭区市民“十不”行为规范》。


以“十不”行为为基础，通过村民议事会、家风家训评议会等形


式，开展乡风文明评议活动。在各镇街、重点文明单位成立文明


劝导队，已挂牌文明劝导员 ８００余人，落实“周周有活动”的要


求，开展“上门讲文明”活动，宣传“十不”行为规范，发出建设


“美丽余杭”倡议，引导居民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养成


良好的个人品德，让乡风文明蔚然成风，推动美丽余杭建设。


三、美丽约定·我先行。广泛开展“最清洁家庭、美丽家


庭、文明家庭、身边好人、好媳妇、最美人物、道德模范”等评选


活动，已选树“最美人物”近４００位，入选中国“好人榜”１位。充


分发挥农村文化礼堂、社区文化家园、文体服务中心和宣传栏、


农家书屋、文化墙、文化公园等阵地的作用，建设家风家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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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设立“最美人物墙（栏）”、好人榜，实现镇街覆盖率１００％，


村、社区覆盖率６０％以上。


四、美丽行动·好声音。采写一批反映美丽余杭建设的新


闻稿件、视听作品，积极开展文化活动，创作一批来源于基层、来


源于百姓实践活动的文艺作品，培育美丽风尚。坚持报纸、电


视、网端三个同步，做好全方位宣传，在余杭晨报发布《共建美


丽余杭 共享美丽家园倡议书》，专版专栏推送报道 ９５条次，推


送动态３０条次，总阅读量达 １０万多人次。《共同关注》、《曝光


台》对路边堆场、广告牌凌乱、环境脏乱差等美丽余杭建中存的


问题作了曝光，推出曝光８期，反馈８期，整改率达１００％。


五、美丽志愿·家校联。该区与杭师大开展联合行动，充分


发挥大学生志愿者作用，组建 ２０支“镇街 －学院”结对志愿者


队伍，打造 １０支专业志愿者队伍，１万余名志愿者。建设并启


动“余杭区志愿者之家”，举办首届志愿者服务嘉年华活动。积


极动员辖区内的优秀青年、大学生村官等成为“河小二”，担任


河长助理，广泛开展清理垃圾、巡河护河、垃圾分类宣传等志愿


服务活动。


六、美丽共建·小手扬。组建“小手拉大手”美丽劝导队、


建设红领巾服务岗、开展以清洁家园为主题的“红领巾环保社


团”宣传考察活动、开展建设“美丽余杭”主题队日等形式，组织


青少年到学校周边、居住小区、污水处理中心等现场开展水环境


调查、文明劝导、美丽故事宣讲等社会实践活动。广泛开展童谣


诗歌、征文绘画、队课宣讲等主题实践活动，发挥“小手拉大手”


作用，增强社会公众对“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四边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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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同感和建设“美丽余杭”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七、美丽互动·金点子。通过微博、微信设置“文明余杭美


在哪”话题，引导广大网民发现、传递、点赞正能量，凝聚建设美


丽余杭共识。在全区市民群众中广泛开展“引导市民我献策”、


“治水金点子”、“不文明行为随手拍”、“河塘绘青春”等“美丽


余杭”建设主题系列活动，设计开发宣传建设“美丽余杭”、文明


余杭的系列动画、漫画、公益广告、微电影、情景剧等新媒体产


品，并借助微信、微博、社交网站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线上和


线下相结合，为建设文明余杭、美丽余杭作出贡献。


八、公益广告·强氛围。依法加大公共区域广告整治，加大


打击力度，基本杜绝乱张贴、乱刻画、乱涂写等现象。在８０辆公


交车身、３４７处公交候车亭广告、４５座平交道口遮阳棚、４００块


ＬＥＤ显示屏、２００块交通指示牌、２０块主要道路两侧围墙等，围


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美丽余杭、“十不”行为规范等主题，发


布“美丽余杭”、“清洁家园”公益广告。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开


展里弄文化建设，美化弄堂、墙壁，积极营造良好氛围。


（余杭区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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