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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围绕群众所思所想所愿，从百姓

切身利益出发，改善城市面貌和群众生活

环境。在此过程中，群众和干部的关系也

更加密切了，群众对党委、政府的满意

度明显提升。城市环境的改善、市民

素质的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增强反

过来又促进了招商引资和经济社

会全面发展，一个良性的互相

促进、共同提升的局面因创

城而形成。

群众身边的“共享书屋”

走进位于滁州

经开区凤凰办事

处兰天西区旁

的 梧 桐 书

屋，楼上楼下约200平方米的空间，典雅而静谧，各个年龄

段的群众正在这里看书。书屋还提供茶水、点心等，读者

在开放式的沙龙里可以围坐一起谈论交流。

“这是凤凰办事处与新华书店共建的滁州市首家社区

级公益共享书屋，以公共阅读、公益活动、志愿者服务等为

主要经营思路进行运营，现在已成为群众身边的精神家

园。”凤凰办事处创建办副主任姜筱之对记者说，书屋内设

凤凰办事处志愿者驿站、儿童活动天地等模块，整合书籍、

饮品、文创等多种时尚元素，配备图书1万余册，辐射周边

6个小区近2万名居民，为读者提供文化消费新方式。

67岁的龚江宁大爷正带着3岁半的孙子在看书，爷孙俩

专心学习的状态让人不忍心打扰。“新图书馆建成开放了，功

能齐全，几处24小时图书馆随借随还，还有这个共享书屋，

感觉创建不仅让城市变美了，也让城市变得更有文化气息

了。”龚江宁说，人们长期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素质也会

潜移默化得到提升，这是创建带给人们的最大好处。

小厕所大民生

在滁城清流路和中都大道交叉口东南角有一小

块街头游园。每天，都有不少老年居民聚集在此休

闲娱乐。以前，最近的一处公厕，也要穿过两条马路

步行200多米，给在此活动的市民带来不小的麻

烦。滁州市环卫部门依据游园的实际情

况，在游园一角安装了一座装配式公

厕，大大方便了群众。

“装配式公厕有着抗震

抗风、保温隔热、防

火隔音等特点。虽然不同于传统建设的公厕，但是内部建

设标准一点不低，达到城市公厕二类标准。设有男卫生

间、女卫生间、第三卫生间及管理房间，有专人在此负责维

护。”滁州市城管执法局环卫所工作人员介绍说。

厕所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

标志。创城以来，滁州市环卫部门加大对公厕的改造和新

建力度，目前滁城环卫行业管理、已经投入使用的公厕达

220多座。在新建、改造公厕过程中，建设人员为解决女性

如厕难问题，将城区公厕男女蹲位比例调整为1∶1.5，部分

区域达到1∶2。为了便于市民和外来游客寻找，在醒目位

置安装公厕指示牌和公厕亮化字。滁州市城管部门还结

合人们使用手机导航的习惯，逐步将管辖范围内公厕在百

度和高德等电子地图上进行标注，只要打开手机地图，就

能搜到最近的公厕位置。记者看到，有的公厕外形时尚，

室内男卫生间、女卫生间和第三卫生间、管理用房一应俱

全，感应式水龙头、纱窗纱网、除蝇灯、婴儿座椅、除味檀

香、绿植等设施齐全。

不仅是厕所，地下车库、窨井、废品回收站、“狗市”

这样容易被忽视的城市角落，在滁州市的创建中都没有

被放过，一个个小的改变让群众从中体会到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

3年来，累计投入600余亿元，大力实施老城改造、河

湖治理、文化体育设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老旧小

区、棚户区、农贸市场、背街小巷改造提升等一大批重大工

程项目，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城市发展“旧貌换新颜”。同

时，将无障碍设施、垃圾分类收集设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工程等列为小区改造内容，平均改造投入约 370 元/平方

米，部分小区投入达450元/平方米。物业管理水平获得全

面提升，农贸市场也实行了智能专业管理。

创建惠民 做足绣花功夫，收获“群众满意”

滁州市注重发挥群众在创建中的主人

翁精神和主人公作用，基层党委牵头，成

立协商议事会，开展红色物业创建，让群

众参与创建的全过程，不仅让一些老大难

问题迎刃而解，还激发了群众的创造性，

为创建增光添彩，为基层治理探出新路。

该市还广泛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文

明家庭”等评选活动，成立“德耀亭城”志愿

服务队，让模范好人志愿者成为滁州创建

和文明实践的先行者、排头兵，发挥其示

范引领作用。

“楼道板凳议事会”，大家事情大家办

在琅琊区丰山街道龙池社区，每个小

区都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

他们和社区党委组成三方“楼道板凳议事

会”，对社区创建的事情商议、办理。西涧

二村是上世纪90年代的老旧小区，小区

里有一个小池塘，臭气熏天，居民意见很

大。在小区整治中，对于这个池塘要不

要保留，居民意见有分歧，有的认为改

造一下可以成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有的认为夏天水漫上来不安

全。几方代表为此到现场召开了三次议事会，最后决定保留池

塘，但要合理设计确保池塘水不会漫出来，并在四周围上栏杆，池

塘里种上荷花、投放锦鲤、建有凉亭、摆上石凳，供居民休闲。如

今，改造一新的小池塘成为小区的一个景点。

通过“楼道板凳议事会”，龙池社区相继办起了托管班，为留

守孩子营造温馨的家园；办起了邻里节，让居民相处更加和谐；引

进社会组织和社工，让群众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建起了公交始

末站，方便老人们家门口乘车。

南谯区银花西区曾经是个老旧小区，文明创建让该小区面貌

焕然一新。然而，部分楼层高的居民想安装电梯，可一楼二楼的

住户不愿意。社区干部就让70岁的张秀明等居民参与，成立了一

个议事会，上门做工作，征求意见、商量方案。最终，30栋乙单元

率先达成一致，按楼层分摊费用，加上政府补贴费用，很快加装了

一个连廊式电梯。不仅方便了上下楼，而且美观大方，不影响一

楼二楼的出行和采光。

银西社区还成立一个由辖区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模

范、老退伍军人组成的“五老”志愿服务队，40多名志愿者平均年

龄72岁，在服务群众、助力创城、关爱青少年、疫情防控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车辆乱停乱放，他们认真劝阻；乱贴小广告，他们

严厉制止；邻里有矛盾，他们充当“和事佬”；地面有杂物，他们就

做“环卫工”。

“同乐长廊”，社区居民共建共享

在南谯区同乐街道东坡社区，有一个居民最爱去的“同乐长

廊”。书香同乐区域，居民正在认真阅读；“童心同乐”区域，孩子

们正在玩海洋球；“运动同乐”区域，一场激烈的乒乓球赛正在激

情上演；“议事阁”内，业主委员会成员正在商议小区发展，建言献

策……记者看到，这个长廊是利用辖区内祥生东方樾小区高层一

楼架空层，结合门前塑胶跑道和绿化长廊打造而成的，共分为六

大板块，服务项目多，居民参与性强。正在“花儿同乐”区域欣赏

花卉并与人交流养花经验的业主胡先生告诉记者：“社区在这个

公共区域打造的‘缸好花开’我们很有兴趣，很多人都提供了一些

绿植供大家欣赏，未成年人还能认领种植，增强了居民爱护环境、

美化家园的意识。”

据东坡社区党委副书记唐如民介绍，“同乐长廊”的打造完

全是广开思路、言路，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引领和广大小区业主

广泛参与的优势，精心选点、谋划而建成的，体现了居民建、居民

享的特点。“每天下了楼就可以在小区长廊里散步，或在便民区

域打球、下棋、看书，很方便，我们每位业主都很满意。”居民陈先

生说。

创建靠民 人人参与创城，共建美好家园

滁州市把创城

不仅仅当作一项工

作，而是以此为契机，

推动城市面貌、管理水

平、居民素质、经济发展、社

会文明的全面提升，使之具

有全域性、全民性、全局性，一

切为了人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

农机大市场“变身”

在滁州通往南京的 328 国

道边上，有个瑶海农机大市场，

因为利益纠纷和业态落后等原因，加

上是开放型专业市场，长期存在货物

乱堆乱放、车辆占道拥堵、环境卫生脏

乱差等问题，附近的铁路沿线也成了垃

圾乱倒、乱搭乱建之地，整治难度大。“环

境差，大家都不愿意进来，生意怎么能好啊？”旺和兴钢材营业

部老板唐红艳提起过去直摇头。

今年，滁州市和南谯区决定对这块“城市伤疤”进行彻底手

术，街道和社区干部与市场物业人员一道，挨家挨户做工作，宣

传文明创建的意义和好处，随后对3000多平方米违建进行拆

除，专门开辟出一块整洁的展示区、维修区、堆放区供商户使

用。在市场入口处设立门禁，规范车辆进出，禁止出店经营，让

出市场内道路，改造厕所，环卫保洁人员随时清理垃圾和路障。

一系列举措让市场面貌大为改观，经营规范有序，商户都很

满意。“现在环境好了，生意也好了，连房子都好租了。”唐红艳笑

呵呵地说。瑶海农机大市场物业服务公司总经理王玉说：“文明

创建不仅让城市外观更美了，也让我们这样的市场更有活力了，

这样的创建深受广大经营户欢迎，大家表示坚决配合。”

没有被遗忘的北湖

在过去“四门六关”的老滁城外，有一条包括“两湖一河”南

湖、北湖和内城河在内的完整护城水系。随着城市不断南移东

扩，“四门六关”不复存在，南湖和内城河被打造成了绿树成荫、小

桥流水的古城景观。唯独北湖，一度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与滁城

水系隔离，水质变差，周边都是低矮破旧的房屋和散落的垃圾。

创建开始后，滁州市决定对北湖进行综合改造，打通滁城

水系，扮靓曾被遗忘的北湖。南谯北路改路为桥，修建滁城北

大门“拱极门”，清淤老渔场和河道，打通护城水系。同时，拆除

北湖周围低矮破旧房屋，改成环湖跑道、苗木花卉景观和滨湖

休闲运动区，建有望湖亭阁，对北湖小区和农贸市场进行整治

翻新，与附近的奠枕楼、清流街古建筑群遥相呼应，再现宋明滁

城的历史古韵和“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自然意

象。市民罗会山在北湖一带生活了几十年，一直靠卖菜谋生，

从临时搭建的窝棚，到租住破旧的老房子，再到搬进崭新的安

置小区，他们一家人见证了老滁城的变迁。

“没想到政府会投这么多钱改造北湖，让我们这些从周边

乡镇进城谋生的居民也分享了创建的红利，更让我们感到没有

被城市发展遗忘！”罗会山说。

创建为民 改善人居环境，增进人民福祉

文明，浸润着一座城市的人文气韵，衡量着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度。

自2018年2月全市上下吹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号角以来，滁州市牢固

树立创建为民、靠民、惠民的理念，举全市之力，聚全民之智，以冲锋的劲

头、务实的作风、“绣花”的功夫，使基础设施、环境秩序、市民素质和城市

文明程度得到显著提升，顺利入选全国文明城市。

创城梦圆！文明已经植根这座城市，渗透进城市血脉，融入到广大

市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中。在这过程中，有无数感人的故事和细节值得

回味，其中无不体现出人民群众满满的幸福感、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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