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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明筑城 向心而行向美而进
———写在淮南市荣获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之际

本报记者 张 静 朱庆磊

时光的巨笔在淮南的发展长卷上，
郑重落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5 月 23 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
大会在北京召开，表彰了新一届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在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市干部群众的艰
苦努力，淮南市荣获第七届全国文明城
市称号。 同时，19 个村镇入选全国文明
村镇 ，16 家单位入选全国文明单位 ，4
户家庭入选全国文明家庭，4 所学校入
选全国文明校园，1 人获得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淮南收获亮丽的“成绩单”。

这是城市的荣光 ， 更是市民的荣
耀。喜讯传来，淮南人的微信朋友圈瞬
间刷屏，喜悦、振奋、自豪之情洋溢在每
个人的脸上。

“淮南作为老工业城市，从 ‘煤城 ’
到‘美城’，取得这块‘金字招牌’太不容
易，这凝结着全市干部群众的无私付出
和辛勤汗水，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一沉甸
甸的荣誉。”“这是城市的荣耀， 也是百
姓的福祉，我们将继续奋斗，让‘城市名
片’越来越亮。”……

追梦文明，淮南孜孜以求。
2018 年，我市首次被确定为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城市，2021 年再次被确定为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在 2021 年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动员大会上， 市委书记任泽锋强
调，要坚定“创则必胜 、创则必成”的信
心决心， 坚守为民惠民利民的初心，夯
实创建基础，凝聚强大合力，坚决打赢
打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这场硬仗。

锚定目标 ， 全市干部群众锲而不
舍、众志成城，奏响了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的最强音！

关键词：聚合力
坚持党员干部带头， 全员发动、全

民参与、全力以赴，以“头雁效应”激发
“群雁活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 是一项长期
性、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部门多、任
务重、要求高。

如何确保“创则必胜 、创则必成 ”？
唯有全员发动、全民参与、全力以赴。

聚焦打赢这场硬仗，我市坚持把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作为“一把手”工程，构建起
党委统筹、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全民参与
的创建格局。同时，提出“创建为民、共建
共享”的创建新思路，突出领导带头、全民
参与，奏响了文明创建“大合唱”。

高位推进,鼓足创建之气。我市成立
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共同担任
指挥长的高规格创城指挥部，指挥部下
设办公室及 13 个专项工作组， 建立常
态调度、日常督导、模拟测评等创建工
作机制。实施市级领导包保制度，每个
市级领导至少包保 1 个街道或乡镇，有
效发挥协调优势和督战作用。 同时，坚
持部门协同，将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纳入
全市党政部门目标考核。

党员带头 ，激发创建之情 。市委组
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市文明办联合印
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做好文明创
建有关工作的通知》， 充分发挥党员领
导干部带头作用，参与结对共建社区文
明创建工作。市直机关和各县区党员利
用党员活动日，深入社区开展文明创建
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添砖加瓦。

全民参与 ，汇聚创建之力 。淮南是
我家，创城靠大家。创新开展文明创建
结对共建，安排全市 470 余家机关企事
业单位组队包保重点社区，每周深入社
区开展帮扶活动，每年每个结对单位投
入社区创建帮扶资金不少于 10 万元 ，
多年来共投入 5300 多万元， 有效解决
基层创建力量薄弱问题。扎实开展“创
建文明城·你我共参与”“不文明行为随
手拍”“小手拉大手、文明齐步走”“烟头
换健康”等主题活动，拓宽群众参与渠
道。 强化文明创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
吸引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热心群众
参与环境卫生整治，担任“街巷长”“楼
栋长”，形成全民共创的浓厚氛围。

关键词：惠民生
坚持创建为民惠民利民，突出“内外

兼修”，让城市颜值与气质“比翼齐飞”

初夏时节， 漫步淮南大街小巷、楼
宇之间，游园绿地随处可见，改造后的
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干净整洁、面貌一
新……一处处新变化，让淮南这座老工
业城市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城，所以盛民也；民，乃城之本也 。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志强在深入县区督
导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时强调， 要坚

持创建为民惠民利民， 着力补齐民生领
域短板，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我市坚持在
创建中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聚焦城
市建设、管理中的短板弱项，制定实施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年行动计划，持续
推进“6+3”专项整治，改造老旧小区，整
治背街小巷，提升改造菜市场，建设街
头游园，整治“空中蛛网”，让人民群众
有了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获得感。

●主动听“民声”，做到“创建为民、
你呼我应”

听民声心愿 ，应民生期盼 。我市坚
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组织机关企事
业单位志愿者、网格员上门入户，开展
“创建为民、 你呼我应”“文明创建到我
家”主题活动，耐心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公布创城监督举报电话和邮箱，密切关
注网民对创建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收
集和办理群众反馈问题。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高质量办好民
生实事。我市连续 3 年寒暑假期间开展
“快乐假期”托管服务，服务中小学生4.2
万人，打造“庭院课堂”“星星家园”“小
红船手工坊”志愿服务项目等文明实践
品牌，提升文明实践知名度、影响力。

●强力治“差”，推进城市更新，做
实城市“里子”

朝阳菜市场以前是个骑路菜市场。
2022 年， 我市对市场内外进行一期改
造， 按照标准化市场进行建设管理，于
2022 年 6 月正式恢复营业。 “原先家门
口的骑路菜市场自搬进设施齐全、宽敞
明亮的室内后，感到逛菜市就像逛超市
一样开心，心里升起满满的幸福感。 ”附

近居民周女士说。
大通区九龙岗一小附近的门前巷，

以前设施基础差， 随着创城的推进，环
境在悄然改变：地面硬化、墙面美化、环
境绿化、路灯亮化。 “这次背街小巷综合
整治充分尊重民意，突出路平、灯明、水
畅，把好事实事做到了群众心坎上。 ”附
近居民王先生感言。

人间烟火气，最是抚人心。 在创建
过程中， 我市聚焦群众所需所急所盼，
实施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三年行动，按照
“新建一批、改造一批、淘汰一批、启用
一批”原则，新建标准化室内菜市场 15
个， 改造提升城乡农贸市场 106 个、取
缔城区骑路菜市 7 处，让老百姓的 “菜
篮子”拎出幸福感。 高标准实施老旧小
区改造、 背街小巷提升等惠民工程，邀
请群众参与改造方案制定和施工监督，
2021-2023 年累计投入资金 16.9 亿元，
改造老旧小区 303 个，真正把好事做到
群众心坎上。 因地制宜推进城市绿化美
化，新建洞山公园，改造提升中央公园、E
水系公园，合理利用城区边角地、零碎地、
闲置地见缝插针布局建设街头游园 33
个，群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逐步实现。

●常态治“乱”，强化精细管理，擦
亮城市“面子”

横架在空中的管线,被比喻为城市
上空的“蜘蛛网”,不仅杂乱无章影响市
容,更存在私拉乱接的安全隐患。

为还群众一片“净空”,我市大力实
施架空线缆整治三年行动，协调供电公
司、通信运营商分区分片对空中线缆进
行捆扎、穿管、入地或清除，市、区财政
“以奖代补”强化激励，800 多个点位“空
中蛛网”得到有效清理。 （下转四版）

执“生态画笔” 绘“满城青绿”
本报记者 周 玲

正值春夏交替时节， 漫步舜耕南
北，处处皆景，满城青绿。

日前，记者从淮南市“奋发有为往
前赶———加快淮南高质量转型发展”系
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4 年， 市生态
环境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积极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系统
观念、统筹治理、协同发展，用绿色之笔
继续渲染更动人的生态画卷，书写更多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故事。

生态环境“高颜值”，主要指标保持
稳定，首次全面完成省下达的三项大气
约束性指标，8 个国家考核地表水断面
水质连续三年全部达标，11 个省级考核
地表水断面水质连续两年全部达标。

争先创优“高质量”，污染源自动监
控数据传输即时有效率、补全传输有效
率，连续 5 年均居全省首位。 牵头成功
承办皖北新能源“双招双引”推介会，我
市 9 个项目成功签约， 投资金额 70.17
亿元。

减污降碳“高水平”，重点培育了低
浓度瓦斯综合利用、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等一批煤炭资源型城市减污降碳协
同创新典型案例，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 29 次缔约方大会上展播，并
在海内外多家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淮
南的创新成果实现“出圈”又“出海”。

提“气质”净“水质”优“土质”，
生态颜值“着靓装”

美景背后， 既是淮南写好绿色文
章、 擘画生态文明建设的锦绣答卷，更
是突出“三个治污”，坚持科学治污、精
准治污、依法治污的生动实践。

让“气质”更透，打好蓝天保卫战。
聚焦行业源深度治理、 移动源系统治
理、扬尘源精细治理、社会面源常态治
理， 全市 28 台燃煤发电机组达到超净
排放水平，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
运柴油货车 368 辆，建成全省第一座重

卡换电仓 ， 发现并整改扬尘问题 920
个。

让“水质”更清，打好碧水保卫战。
强化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污水直排治
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业园区治理，
1401 个入河排污口建立了“一口一档”，
编制完成 3 个县级饮用水水源地划分
调整技术报告，做到工业园区污水全收
集、排放全达标。

让“土质”更优，打好净土保卫战。
加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源头整治、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41 个农村污水治理任务、85 个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任务、26 个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任务全部完成， 启动 “无废城市”建
设。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 为切实提升市民对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市通过
建立健全精细化管控、常态化调度等制
度机制，让淮南空气常新、碧水长流、青
山常在。

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
典型案例“出圈”又“出海”

为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我
市坚持在推动产业、能源、交通三大结构
优化调整上下大功夫，突出绿色低碳，不
断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取得新成效。

立足“煤炭”本色，我市重点培育了
低浓度瓦斯综合利用、采煤沉陷区综合
治理、煤化工循环产业链、煤系固废综
合利用等一批煤炭资源型城市减污降
碳协同创新典型案例，受到生态环境部
技术帮扶组的充分肯定。

优化“利用”路径，通过探索“沉陷
区治理+光伏 ”“生态修复+文旅 ” “沉
陷水面+新型种植 ”等综合利用路径 ，
努力推动从“沉陷之地”向“生态之城”
的转变， 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
平衡。 （下转四版）

习近平向第二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5 月 25 日电

5 月 25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第二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本届西博会
聚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
化区域交流合作， 助推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 对构建新发展

格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也为世界
各国分享中国西部发展机遇提
供了有效平台。

习近平强调，团结才能共赢，
携手方可共进。 我们愿以这次博
览会为契机， 同各国朋友进一步
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深化合作，

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为促进世
界经济繁荣发展注入新动力。

第二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
览会当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开
幕， 主题为 “深化改革增动能
扩大开放促发展”，由四川省人
民政府主办。

养 牛“女 状 元 ” 成 长 记
———记淮南市潘集区古沟回族乡太平村养牛大户刘琴

安徽日报记者 柏 松

“再过几天，小麦就要收割了，到时
我把秸秆给你送来，今年你可以多养几
头牛！ ”5 月 20 日，养牛大户刘琴来到养
牛户耿真的肉牛养殖场，一边帮着他喂
牛，一边唠着嗑。 5 年前，一场交通事故
让耿真身体残疾。 绝望之中，刘琴给他
送来 2 头小牛犊，帮助他养牛致富。 如
今，耿真的牛舍里已有 35 头肉牛。

经过 25 年的创业， 刘琴靠养牛闯
出一片天，从一名普通农村妇女成为村
里的致富带头人；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她为农民代言；因为带动周边村民发展
养殖肉牛，实现共同致富，她荣获全国

劳动模范称号。 在淮南市潘集区古沟回
族乡太平村，刘琴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
养牛“女状元”。

“虽然我是一名农村妇女， 但不能
只是照顾老人孩子， 更想养牛致富，把
日子过好。 ”

———摘自刘琴日记
一身朴素的衣服，一双沾满泥土的

胶鞋，第一次见到刘琴 ，她正在自家牛
棚里忙活，动作麻利。 谈起 25 年的养牛
经历，她感慨万千。1995 年，25 岁的刘琴
结婚了。婚后 2 个月，刘琴夫妇就与公婆
分家单过。 除了分得 2 亩地，再也没有其
他收入来源，刘琴在日记里写道： “那
时真的太难了， 连孩子的奶粉钱都成了
问题……”

“要想过上好日子， 光靠这 2 亩地
是不行的。 ”刘琴说。 看到当地肉牛的需
求越来越大，她在日记里写下了大胆的

想法：“自己创业，养牛！ ”
“既能增加经济收入， 又能照顾家

庭， 总比把孩子留在家里 ， 出门打工
强。 ”与丈夫一合计，刘琴便把这个想法
告诉公婆。 面对家人的担忧，刘琴表明
心迹：“农村妇女也可以自力更生，再像
以前那样围着丈夫、 孩子和灶台转，日
子只能越过越穷。 ”

2000 年， 刘琴借钱买了 2 头水牛，
开启了养牛创业之路。

每天 ，除了照顾老人孩子 ，刘琴割
草 、放牛 、打扫牛舍 ，从早到晚忙个不
停。 在她的精心喂养下，水牛越长越壮。
一年下来，1 头牛净赚 1000 多元， 这让
她看到了希望。 得知肉牛价格高，她又
更换品种，1 头肉牛净赚 6000 多元，养
牛致富的信念在她心里扎下了根。

从 3 头到 20 头、200 头， 养牛让刘
琴尝到了甜头。 2012 年，刘琴注册成立

了刘琴养牛场，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当时是从零开始， 养牛技术完全

靠自己摸索。 ”刘琴参加各种养殖培训
班，购买养殖书籍，不断汲取新知识。 经
过多年实践，她不仅掌握了科学养牛的
技术，还成为当地的牛病防治专家。

养牛的活又脏又累，特别是夏天，牛舍
气味难闻。但刘琴自己动手清理牛粪，割草
喂牛，春夏秋冬从未间断。 当年那个 30平
方米的简易牛棚，现已变成 4000平方米的
现代化养牛场，年出栏肉牛 400头。

“国家有好政策，咱有干劲，还怕不
能发展致富？ 现在养牛更有底气了！ ”刘
琴在日记里写道。

一年接一年，刘琴的养牛事业做得
风生水起。 在她的带动下，太平村已有
60 多户村民养牛，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牛
专业村。 养牛“女状元”刘琴也被评为全
国农村科技致富女能手。（下转四版）

淮南高新区弘湖社区居民在家门口的公园晨练。 本报记者 张 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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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23 日，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
会在北京召开， 表彰了新一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
典型， 我市收获了一份亮眼的 “成绩单”。

淮南市荣获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这是
城市的荣光， 更是市民的荣耀， 得益于市委、 市政府
的高瞻远瞩与坚强领导， 得益于全市干部群众的勠力
同心、 实干担当。

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命名表彰了新一
届全国文明村镇、 单位、 家庭、 校园和全国道德模
范， 淮南市榜上有名。 大通区上窑镇方楼村、 谢家集
区杨公镇汤王村、 八公山区八公山镇妙山村、 潘集区
古沟回族乡太平村、 凤台县朱马店镇联民村、 毛集实
验区毛集镇康庙村、 寿县安丰塘镇安丰村、 寿县八公
山乡大泉村 8 个村镇入选第七届全国文明村镇。 寿县
窑口镇、 寿县炎刘镇新桥村、 寿县堰口镇魏岗村、 凤
台县新集镇、 凤台县城关镇、 凤台县凤凰镇芮集村、
大通区洛河镇王庄村、 田家庵区安成镇连岗村、 八公
山区山王镇闪冲村、 潘集区祁集镇、 毛集实验区毛集
镇 11 个村镇继续保留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市分行、 淮南市数据资源管理
局、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 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淮南分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凤台县税务局、 安
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淮南市财政局、 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 淮南市田
家庵区洞山街道锦里社区 9 家单位入选第七届全国文
明单位。 淮南市人民检察院、 国家税务总局淮南市税
务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分行、 淮南市
烟草专卖局、 寿县气象局、 国网安徽电力公司淮南供
电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 7 家单位
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杨维云、 张文涛 2 户家
庭入选第三届全国文明家庭。 张明、 盛红蕾 2 户家庭
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家庭称号。 寿县寿春中学、 淮南市
田家庵区第十六小学 2 所学校入选第三届全国文明校
园。 淮南师范附属小学、 淮南第二中学 2 所学校继续
保留全国文明校园称号。 王庆龙同志获第九届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

近年来， 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广泛开展以文
明城市创建为龙头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全
域推进、 全民共享、全面提升、全员参与，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为打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这场硬仗，我市坚定“创则必胜、创则必成”的信心决
心，坚守为民惠民利民的初心，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作为“一把手”工程，构建起党委统筹、政府负责、部门
协同、全民参与的创建格局，全市干部群众锲而不舍、
众志成城，奏响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最强音。

（本报记者 张 静 朱庆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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