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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隋胜伟 陈慧）2 月 8 日下
午，在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
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市人
大代表选出 2023 年中山市

十件民生实事。
今年，市政府前期通过

“海选”“票选”等环节广泛征
集市民意见，经市委常委会会
议审议同意后，形成了2023年

中山市民生实事 13项候选项
目。会议现场，与会代表在 13
个候选项目中勾选赞成的候
选项目。

经大会主席团确认，2023

年的十件民生实事正式出炉，
分别为：一、优化学位及教育
设施。二、提高医保惠民水平。
三、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四、提
升乡村人居环境。五、增强就

业服务。六、加强食品安全监
管。七、强化摩托车电动车安
全管理。八、接续推进水环境
治理。九、深化政务惠企利民。
十、促进老年人健康养老。

“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提升，作为中山争创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十大行动’之一，不仅直接涉
及广大市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及切
身利益，还直接关联城市市容市貌
水平的高低，更直接影响到我市争
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大局。”市
政协委员、西区街道党工委委员冯
能兴表示，当前，市委、市政府全面
加快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提升，以扮靓城市“面子”夯实民生

“里子”。他表示，老旧小区背街小
巷环境整治提升是一项集中、长期
的工作，相关职能部门应坚持建管
并重的城市发展理念，积极探索创
新可持续发展的长效管理机制，着
力构建权责明晰、服务为先、管理
优化、执法规范、安全有序的城市
精细化管理体系。同时加快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规划实施智慧停车、
共享充电桩安装、设置临时规范摊
区等措施，以及通过加装电梯、建
设无障碍通道等对小区进行适老
化改造，持续提升老旧小区背街小
巷环境品质。此外，还要完善创新
基层政府引导与居民自治相结合
的治理模式，定期组织党员志愿者
开展爱国卫生志愿活动，鼓励引导
离退休党员干部参与老旧小区管
理和服务，推动老旧小区形成自治
自管、自我服务的长效机制。

市政协委员、广东粤宏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克伟十分关
注“十大行动”之一的交通秩序整
治提升行动。徐克伟表示，中山市
区停车难以及带来的乱停车问题
越来越突出，除了停车泊位数严重
不足，停车管理及相关政策也有待
调整。“要通过配改建停车场（点）、
向立体和地下延伸停车空间等举
措物尽其用，增加车位供给，解决
停车难问题。”徐克伟表示，在停车
难的现况下还可以以共享理念实
行车位共享，打造推动共享停车系

统上线，盘活空置停车资源。针对
乱停车现象，相关部门要明确违规
处罚办法，加大查处力度，变单一
执法为综合执法的同时，加大宣传
力度，推动广大市民观念转变。

市人大代表、神湾镇神溪村党
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钟少华结
合基层工作经验，针对市容市貌整
治提升行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
表示，垃圾分类、环境卫生提升是
民心工程，干净整洁的环境是争创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基础，“各单
位、各部门要配合联动、共同发力，
做好‘门前三包’和‘垃圾分类’工
作过程中各个环节衔接，以扎实的
工作措施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确保环境卫生提升工作取得实
效。”钟少华说，推进市容市貌整治
提升行动要加强统筹，把人居环境
整治、“垃圾分类”“门前三包”工作
融合，严格落实责任制，确保责任
到位和责任人全覆盖，形成各具特
色的常态长效机制。

“小餐桌体现大文明，小餐桌
带动大文明。”市人大代表、青年创
业者冯嘉锐表示，中山是全国首个

“中国粤菜名城”，餐饮行业是中山
对外的一张重要城市名片，这也是
市容市貌整治提升行动尤为重要
的部分。希望餐饮行业能够携手共
进，推动餐桌文明更进一步。具体
而言，冯嘉锐建议中山对标学习先
进城市餐饮行业服务、用餐人员使
用公筷的相关法规，出台相关规定
并全面铺开公筷使用。并且，引导
广大居民树立勤俭节约、反对浪
费的思想意识，养成爱惜粮食、文
明用餐的健康生活方式也显得尤
为重要，“顾客要践行‘光盘行动’，
餐饮企业要提供半份半价、小份适
价产品。同时餐饮企业得按照规定
科学处理厨余垃圾、开展餐饮油烟
治理，积极参与‘门前三包’。”冯嘉
锐说。

中山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中山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建言献策

凝心聚力推进“十大行动”
让中山“面子”更美“里子”更实

2005年，中山成功捧回首届“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牌匾，并
连续六次荣膺该称号，这是城市无上的荣光。今年，中山吹响争
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号角，向着“文明高峰”挺进。中山两会期
间，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怀揣着对中山高质量发展的无限期
望，围绕群众所盼、党政所想，就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十大
行动”、市民文明素养培育、全民动手共建家园等话题建睿智之
言、献务实之策，带来的议案、建议展露出大家为中山争创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贡献己力的拳拳之心。

“文明典范城市的创建需
要载体，香山书房就是一个很
好的载体。文明城市需要文明
人来创建，而香山书房就是涵
养文明的地方。”市政协委员冷
启迪表示，目前全市已建成超
过100所香山书房，但香山书房
不应该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要让它“用”起来“火”起来，让
更多的市民接受文化的滋养，
从中受益，这就需要吸引更多
的社会资源，利用灵活机制实
现良性互动。她表示，除了引入

基本配套、利用自身文化产业
优势吸引市民走进香山书房，
还可以借助香山书房的平台开
展更多涉及文明城市创建的项
目、活动，增加书房的活力。

“多年来，不少音乐、书法、
美术、摄影等领域的艺术家将
文化艺术送到群众身边。特别
是随着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等一批公共场所
的建成使用，让群众文化艺术
的发展有了更多平台和阵地。”
市政协委员郭忠之表示，市民

大众在长期的文化浸润中，身
心得以滋养，文明素养得以提
升，久而久之，必将内化为共同
的价值认同和行动自觉。因此，
他建议广大艺术家以争创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为契机，积极创
新形式，用更具体更灵活更接
地气的方式，推动文化艺术融
入群众日常生活，用文化艺术
赋能市民文明素养的培育和提
升，赋能文明城市的塑造和建
设，让“文明”这张牌焕发出强
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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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十大行动”落地见效
进一步提升城市“颜值”

“要把建立完善长效管理制
度的建设贯穿文明城市创建全
过程，形成‘市委市政府统一领
导、文明委定期督查、各责任单
位各负其责、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的文明城市创建格局。”市政协
委员、民建中山市委会副主委蔡
先全表示，要加大文明城市创建
宣教力度，营造人人有责、人人
参与、人人行动的浓厚氛围。与
此同时，他建议，要积极推进城
乡一体化创建，着力促进城乡社

会共同进步、共同繁荣，并积极
凝聚全社会力量，深入开展“清
洁家园行动”，大力倡导健康文
明绿色的生活方式，以党群合力
的共建智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

创建为民，为民创建。市人
大代表钟少华表示，群众是争
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参与
者、受益者，要坚持全民创建，
让群众在文明创建中当主力、
唱主角。中山拥有110余万志愿

者，可以以志愿者服务点宣传
为契机，依托志愿平台，广泛开
展“小手拉大手”、志愿服务等
特色创建活动，以及利用新时
代文明实践阵地和志愿服务队
伍团结党员干部、市民群众开
展包括宣讲、科普、义工等在内
的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用好“随手拍”“文明曝光台”等
形式，同时继续完善“党建+”

“志愿者+”模式，进一步提升广
大群众的知晓率、参与度。

加大公共文化资源供给
涵养城市内在文明气质

凝聚党群同心力量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香山书房已成为展示中山独特香山文化的重要窗口。图为位于紫马岭公园内的香山书房。
本报记者 余兆宇 摄

2023年十件民生实事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