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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山”擦亮城市金字招牌
全国文明城市是综合性最强、含金量

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城市荣誉，也是对一
座城市综合实力的最高评价，是一座城市
的金字招牌。中山六次蝉联全国文明城
市，是因为这座城市一以贯之的积淀，是
因为文明已刻入城市品格。

早在1995年，中山就被省确定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先行点，垃圾不落地、“门前
三包”、率先建解困房、首推外来人口积分
入户入学制等一系列在城市管理、破解城
乡二元结构等方面的探索在当时走在全
国前列，后来更是赢得多项重量级荣誉：
1996 年，中山市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
市”；1997年获得联合国“人居奖”；1998年
获得“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1999年，
中山市被评选为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
先进城市。

正是种种创新、实践和成效，2005年
10月 26日，中山捧回了首届“全国文明城
市”荣誉称号。从此，中山坚持以创建文明
城市为抓手，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全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
展，营造全民共建共享的幸福和美家园。

在文明城市创建的道路上，中山始
终坚持全域创建，形成“文明创建人人参
与，创建成果人人共享”的整体效应。推
进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小区、文明
家庭创建活动，激发每一个“文明细胞”
的活力，不断夯实创建基础，并发挥中山
志愿者群体优势，以个人带家庭、家庭带
社区、社区带社会，推动社会整体崇德向
善，凝聚强大正能量，滋养中山街头巷尾
的每一个神经末梢,也成为中山精气神
涵养的源泉。

创建为民、为民创建。推动老旧小区
改造、农村“三线”整治、规范路边乱停乱
放、探索垃圾分类、智慧社区建设……从
城区到镇街，文明风貌正在向更细的城
市肌理深入；从常态管理到长效机制，治
理方式向更精细的方向转变；从固本到
强基，通过补齐短板提升品质，文明创建
的抓手更加实在、具体；从《中山市民文
明公约》到《中山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颁布，更多的文明细节以法治手段和制
度力量化于心、践于行。

如今，市民从知晓文明城市创建，到
支持、深度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到享受文
明城市创建成果，中山人内外兼修打造
出伟人故里、博爱之城的独特城市气质，
也为中山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高擎思想旗帜 凝心聚力铸魂
主题宣讲、诗歌朗诵、歌唱表演……去

年 12月 24日，在阜沙镇“阜圩里”香山书
房里，“理响兴中”百姓宣讲团成员采用多
种形式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为阜圩社区
居民带来了一场干货满满、冒热气、接地
气的“理论＋文艺”主题宣讲，让新思想在
具有深厚历史沉淀的旧粮仓里绽放出别
样光彩。

这是中山推动宣讲聚人气、有生
气、接地气的缩影。一直以来，中山坚定
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凝心聚
力担当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使命任务，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山市委宣传部被
中宣部评为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
体”。同时，大力推广使用“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学员总数、日人均积分等六项
指标居全省第一。

锚定“培根铸魂”，中山理论宣讲不断
出新、出彩。中山先后搭建“理响兴中”宣
讲平台，挂牌成立宣讲微视频、宣讲微动
漫、文艺宣讲等 5个特色鲜明的宣讲工作
室，上线中山+APP宣讲频道，全力打造集
宣讲队伍、宣讲阵地、宣讲传播“三位一
体”的立体化宣讲工作传播平台，形成线
上+线下、固定+流动、理论+文艺课堂，让
理论宣讲“活起来”“有滋味”，进一步巩固
壮大了主流思想的舆论阵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
悠久文脉璀璨耀眼，红色文化熠熠生辉，
文化自信显著增强……一幅新时代社会
文明的壮丽答卷，在这片充满魅力的大地
上徐徐展开。

■身边好人不断涌现 志愿服务蔚然成风
今年元旦，中山好人馆正式开馆，面

积47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以图片、文字、
视频等形式集中展示了600多名好人的感

人事迹，教育引导全体市民群众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全力打造“文明中山·博爱
之城”城市品牌。

“中山好人”群体层出不穷，离不开市
委市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如每季度评
选中山好人、全民推荐道德模范、成立好
人工作室和好人宣讲团等。据统计，截至
2022年底，中山共有762人获评“中山好
人”，63人获评“广东好人”，44人获评“中
国好人”，涌现出各级道德模范近百名，全
社会尊崇好人、致敬好人、回报好人，见贤
思齐、崇德向善蔚然成风。

一个好人带动一群人，一群好人温暖
一座城。志愿者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
体，从1988年中山出现第一支志愿者队
伍，目前全市建设志愿服务中心（站、点）
1400余个，全市注册志愿者超110万人，
相当于每4个中山人就有1名志愿者。特
别是近10年来，志愿者人数实现了指数级
增长。此外，在过去三年的疫情防控工作
中，成千上万名来自各单位、各行业志愿
者投身到防控战线的各个领域，各尽所
能、各展所长，舍小家为大家、讲奉献勇担
当，成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重要力量，
志愿服务精神在战“疫”中闪光。

在中山，志愿服务已然成为带动社会
风气向好向上的正能量，志愿精神已融入
中山人民的血脉中，镌刻在这座城市的文
明基因里，植根于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
落。

■将文明实践触角延伸到群众身边
东区街道率先在中山纪念图书馆、金

钟水库、孙文纪念公园建设新时代文明实
践小屋；坦洲镇推出全市首个乡村“复兴
少年宫”，邀请非遗传承等专业志愿者作
为常驻辅导员；石岐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把志愿服务培训课堂、理论宣讲、文
化演出展览等送进小区弄堂，切实解决老
旧小区老年居民集中、出行不便问题，让
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专场活动……

以基层创造力激发文明实践生命力，

中山通过市、镇街、村（社区）、基层单位四
级联动，积极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与党群服务中心、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

“多中心融合”，盘活了学校、图书馆、民俗
馆、村史馆等基层单位，把文明实践活动
拓展到田间地头、小广场、家门口。

群众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参与者、受
益者，同时也是服务的提供者。各镇街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立建强志愿服务总
队，成立扎根本乡本土的文明实践志愿队
伍，坚持围绕群众需求策划服务项目，以
社区志愿服务为重点，强化供需匹配，推
动“8+N”志愿服务，为群众提供丰富的文
明实践活动以及精细的公益服务。部分
群众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受益
者”到“提供者”的角色转换，共建共治共
享工作格局初步形成。

文明实践遍中山，时代新风奏强音。
目前，全市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23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277个，实现镇街、
社区全覆盖。挂牌成立首批28所乡村复
兴少年宫，组织逾133万人次参与VR云
端游和知识竞答，打造市民家门口的文明
实践“15分钟生活圈”等一系列亲民惠民
便民举措，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服务群众

“最后一米”。
中山全方位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试点工作，不断深化拓展、走深走实，并
因地制宜打造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品牌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中山样本”。

六次蝉联全国文明城市的中山是厚
积薄发的奋斗者，亦是永不止步的前行
者。经过多年的苦干实干、接续奋斗，中
山在文明建设方面塑造了独特优势、取得
了优异成绩，已具备成为“表率、示范、前
列”的基础条件，积蓄多年的基础实力就
是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底气所在！
要实现这一更高的愿景，我们不仅有实
力、有底气、有信心，更要拿出更大的决
心、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举
措，勇创一流、迈向典范！

1月1日，中山好人馆开馆仪式在中山纪念图书馆举行。 本报记者 余兆宇 摄

从“文明高地”迈向“文明高峰”
中山坚定信心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文明，从来都是中山人引以为

豪的城市名片。2005年10月26日，

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表彰大会上，中山捧回了首届“全

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至今连续六

届获此殊荣，“文明中山”成为金字

招牌。

18年来，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

力，中山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结出了

丰硕果实。承载着500多万中山人

的共同期盼和愿望，中山自我加压、

主动对标更高要求，按照市第十五

次党代会提出的“争创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部署要求，发出了从“文明

高地”迈向“文明高峰”的动员令，向

着更美好、更广阔的未来挺进。

本报记者 陈伟祺 江慎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