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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在马路上礼让行人成习惯，在出租
车上丢失的物品往往会失而复得，“七
策治堵”让道路越来越通畅了……这些
既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提升着洛阳这
座城市的文明水平。城市的核心是人，
这些年我们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同
样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有人说“文明就像身边的一盏明
灯，不仅净化了人们的灵魂，还指引了
城市进步的方向”。文明是一座城市的
幸福底色，是一座城市的内在魅力，关
系到市民的宜居感和幸福感。对洛阳
而言，自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尤其
是“十三五”以来，通过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这一有力抓手，我们不断提升城市治
理水平，不断补齐民生短板，让城市环
境更加优美、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
安全更有保障，让市民的幸福指数越来
越高。

从直观感受来说，洛阳城市的变
化，不单单体现在“颜值”上，还体现在

“气质”上。对此，许多市民都深有感
触。很多断头路被打通了，立体停车

场的数量不断增加，遍布全市的小游
园将绿色福利送到了市民家门口，
城市“乐道”不断延伸，城市书房遍
地开花……只有当文明成为城市管理
者的主动追求，成为城市居民的行为
自觉时，城市发展才能做到内外兼
修，才能让群众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中得到更多实惠。

都说文明人创文明城，文明城养文
明人。文明是一个地方对外界最大的
吸引力，也是老百姓的认同基础。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就是分享文明成
果、为民谋福利的过程。也正是因为这
样，了解群众关切，问计问效于民，就可
以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与人民群众的美
好生活需要对接，就能调动全社会参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积极性，更能让市
民真切感受到“创城为我”“创城惠我”。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当前，
我市正在全面提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水平，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角，都是积
极的参与者。也许只是一个真诚的微
笑、一次温暖的搀扶、一句礼貌的问
候，就能为这座城市增添一分文明的
魅力。

守护城市文明
我们都是主角

□万晓阳

最近，大家有一个明显感受：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氛围很浓厚。市
领导“不打招呼、直插一线、查找问
题”，很多部门迅速而广泛地开展专
项整治，街头巷尾的交通秩序、环境
卫生等都有了明显改善……

为何如此？客观地说，是因为
我们当前在基础设施方面还存在
很大短板。背街小巷的环境卫生
还存在一些问题，农贸市场脏乱、
车辆乱停乱放问题较为突出，建筑
工地扬尘治理的一些好做法没有
坚持……这些问题不解决，短板不
补齐，将严重影响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目标的实现。

其实，问题只是表象，根源还在
思想。我们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成功
后，曾经有单位和干部开始盲目乐
观，心存侥幸：一些人认为可以“一
劳永逸”，指望测评前搞突击提升；
有 的 松 懈 厌 战 ，“ 督 一 下 动 一
下”；有的标准不高，满足于“差
不多”。要知道全国文明城市评
选有着严格的指标测算体系，任

何一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成为“绊
脚石”。对此，我们千万不能松懈、
麻痹。

从根本上讲，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既是不断“找问题、补短板、促提
升”的过程，又是不断丰富城市现代
文明内涵、提升城市现代文明品质
的过程，更是把每一件事情落细落
实，让群众得到更多实惠，不断提高
群众获得感、满意度的过程。“脚下
有土，心中有谱”，背街小巷卫生死
角是否干净？农贸市场的车辆是否
停放有序？公厕有无异味？这些问
题都需要我们多到一线查找发现，
才能更好地解决。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说到底是
一项民心工程，没有捷径可走。一
个游园的投用，一条断头路的打通，
每一个小问题的背后，都关乎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大命题。因
此，必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给自
己“挑刺儿”。一方面，我们要对标
先进查找差距和不足，另一方面，要
对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补
齐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人
民群众的满意。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多到一线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