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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基因嵌入城市肌理。在成都高新
区，文明创建与城市治理的深度融合，成为
文明程度的直接体现。这场“双向奔赴”，实
现了“文明进步提升城市治理，城市治理带
动文明进步”的良性循环。

走进成都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深蓝色的
LED大屏幕上实时更新着智慧政务大数据，业
务办结量排名、办件量实时分析、各时段办事
人数、当前办理时长都在这里一目了然。

“通过这些数据分析，让前来办理事务的
市民能够预估办理时间，既避免拥堵又能节
约时间。”成都高新区政务中心讲解员介绍。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近年来，成都高新区着力优化城市治理

水平，加快推进“智慧蓉城”建设，推进公共
安全、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智慧化和数字经
济发展，全力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持续提升城市管理科学化、精
准化、智能化水平，将创建更高水平的全国
文明城市融入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以数
字化手段推动城市治理水平提升，让群众的
幸福“触手可得”。

除了政务服务，在成都高新区，精细管
理让城市彰显高品质。

“监测到新通大道路段有游商设摊占道
经营，影响道路正常通行，请立即处理。”在
成都高新区新川片区 AI 创新中心的智慧城
市管家平台，工作人员点击进入现场监控进
行问题核实，并查看事件周边在线力量，随
后呼叫网格城市管家前往现场研判，同步按
照事件处置标准分拨任务。20 分钟后，道
路恢复通畅。

这 是 成 都 高 新 区 在 新 川 片 区 打 造 的
“1+1+N 城市大脑”体系。按照“科学化划
定网格、规范化网格管理、人性化温度服务、
多元化长效治理”的工作思路，成都高新区
把新川片区划分为 4 个城市管家大网格，每
个网格配置一名城市管家，统筹 21 个业务
小网格。

记者了解到，智慧城市管家平台沉淀多
个业务成千上万条数据，并将各种支撑网格
精细化管理的数据算法通过系统、全面、准
确的前端进行可视化界面展示，推动建立依
托数据、可以量化衡量的“微网实格”城市治
理新模式。

细“治”入“微”，还在于化解民生痛点。
在肖家河街道新盛社区和平苑小区，针

对院落停车难的问题建起双层智慧停车场，
停车位一下子增加到了 114 个。智慧停车
场自动显示限号信息、车位信息，能否停、怎
么停的问题迎刃而解。“以前大家都是抢车
位，邻里间时不时闹得面红耳赤，现在大家

都谦让着。”小区的张先生很感慨。
不仅如此，新盛社区还在辖区院落楼道

设置了近百个24小时监控的无线智能烟感装
置，并通过引入商业服务解决垃圾回收问题，
居民向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投放垃圾时，经
过系统自动称重结算可以获得现金奖励。

街头人行横道上，AI 视频监控系统可
实现对斑马线文明礼让的精准识别，行人过
马路时，又多了一份踏实；芳草街街道玉林
西路、紫荆南路示范街部署感知设备，对街
面卫生、出店经营、广告、乱摆乱放、噪音等

事件进行监测分析；肖家河街道一环路南四
段安装了 4 个 AI 智能摄像头，摄像范围覆全
商铺⋯⋯

从“治理”到“智理”，成都高新区不断探
索完善线上线下协同机制，优化提升网格事
件线上处置能力，线上线下整体提高基层智
能智慧治理效能，形成“地上一座城，地下一
座城，云上一座城”的智慧治理格局，构建敏
捷高效、管理无感、市民可感的智慧社区生
态，将智慧赋能融入到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
设的方方面面。

成都高新区：

以文明之约 共建共治共享幸福之城

12月4日，在成都高新西区天辰路幼儿园的升旗仪式上，5岁的赵俊熙因为拾金不昧，收获了民警为他送上的奖状和礼品；12月5日，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锦羊社
区益民菜市书屋获授“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12月10日，搭载了AI智能系统的新能源无人驾驶清扫车在新川之心东区公园作业⋯⋯

向善、向美、向好，一个个共建共治共享的文明实践在成都高新区生动演绎，成为这片区域幸福生活最具象化的表达。
幸福是什么？是一个个喜人的数据，是经济、生态、文化、消费等多个维度的考量，更是一种乐观积极的精神风貌。自2009年起，成都已经连续15年获评“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
文明，是解锁幸福城市的关键密码。为创建更高水平的全国文明城市，成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责任，树牢严实

作风，全力攻坚克难，高质量抓好创建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以实实在在的创建成果惠及市民群众。
作为成都乃至西部创新发展高地，成都高新区切实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创新工作方法、聚焦民生福祉，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治理效能，提升城市文明程

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文明风潮徜徉高新。

初冬的清晨，街道渐渐喧闹起来，坐落于天府四
街 688 号的成都高新区图书馆，迎来了第一批前来

“打卡”看书的市民。不同于街道上的快节奏，馆内
静谧祥和，温暖的阳光流淌在每个角落，这里散发着
醇厚书香。

作为成都高新区重点打造的文化新地标，该图书
馆拥有 40 余万册藏书和 1000 余册期刊、1200 余个阅
览席位，并配备了24小时自习室、电子书瀑布流、智能
接待机器人、智能门禁系统等智慧图书馆设备。

“这里的硬件设施和环境比较好，书籍种类也很丰
富，平时还会举行很多文化活动，我经常和朋友约着过
来看书‘充电’。”在附近工作的周先生说，成都高新区
图书馆不仅是一个贮藏和借阅书籍资料的场所，更是
一个让人愿意驻足停留、充满着灵感和惊喜的空间。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同理，一个书香充盈
的城市，也是一个富有创造活力和文化魅力的城市，满
城书香既能丰满人们的心灵，也能涵养城市气质，成为
城市重要的竞争力，与城市创新能力息息相关。

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西部首个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全国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
点园区，近年来，成都高新区始终坚持科技与人文并
举，不仅在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建设等“硬实力”方
面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成为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数字经济等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聚集地，也
在建立“书香高新”、提升城市文化品质等“软实力”
方面表现亮眼，各种网红书店、阅读美空间遍布大街
小巷，市民的精神文明生活日益丰富。

走进成都高新区三瓦窑的益民菜市东苑店，20
多平方米的空间中，只见“菜市书屋”灯光明亮，书架
上整齐摆放着各类书籍，桌椅、茶歇、医疗急用等便
民服务一应俱全，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放松、惬意的阅
读环境与休憩空间。

今年10月，成都市首批“菜市书屋”建成开放，其中
就包括益民菜市东苑店。这个免费向市民开放的“菜
市书屋”，既方便菜市商家、市民免费享受公共文化服
务，感受诗与远方，也展现了一座城市的人文温度。

“以前孩子放学后，就趴在摊位上写作业，现在
不仅有地方做功课，看书也很方便，实实在在为我们
解决了孩子课后学习的问题。”一位商户满意地说。

不只是“菜市书屋”，在成都高新区，越来越多
“小而美”的公共阅读空间出现在居民“家门口”，并
融入了大家的日常生活。

城市书香氛围也离不开高质量书店的建设。
在成都高新区，通过图书零售、文创、轻餐饮等

多线条业务参与市民精神生活的大型书店共有 13
家：散花书院铁像寺水街店荣获2023年中国“最美书
店”；西西弗书店世豪广场店和散花书院蓓蕾社区店
上榜 2023 年成都“最美书店”；朵云书院交子店为成
都金融城片区打造出崭新的人文空间新场景；大型
书店钟书阁、文轩BOOKS等举办分享会、大讲堂、签
售、亲子阅读等品质阅读活动⋯⋯

越来越多高颜值书店落地成都高新区，这些家门
口的公共文化空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阅
读，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学习和探索，充实自己，在潜
移默化中也让这座城市更优雅富足、充满创新活力。
同时，成都高新区多措并举，以文化交流活动、知识竞
赛、读书场馆建设、完善借阅设施等举措，全方位提升
市民文化生活品质，推动全面阅读蔚然成风。

经济发展为文化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文化创
新则推动经济发展。成都高新区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不断加强文化事业发展，以“书香高新”建设推动
文明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健全公共文
化服务，涵养现代城市文明，以书筑城、以城筑梦。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成都高新区通过深入推进
“书香高新”建设，开展各类阅读活动 900 余场，服务
人群 100 万人次。成都高新区图书新馆建成投用已
接待读者 90 万余人次。此外，推动公共阅读空间提
档升级，打造书香社区5个，新建各类阅读空间5个。

“如果您在成都没有收入、遇到困难，您
可以来本店，告诉本店人员来份‘牛肉面不
要牛肉’，吃完直接走就好，不必客气。在以
后您有了能力的日子里，记得帮助一下身边

需要帮助的人，谢谢。”不久前，成都高新区
一家面馆的暖心故事传遍全网，引发网友点
赞，同时获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
华网等众多央媒转发。

这家位于成都高新区桂溪街道广和一
街 224 号的爱心面馆——阿顺小吃店，“免费
吃面”的红色招牌放在进门显眼处，过往行
人和食客都可以看到。

“我的初衷只是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
把这个事做下去，让更多人效仿，这样的爱
心传递才有意义。”爱心面馆老板肖毅朴实
的话语温暖人心。

文明，是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灵魂，
是成风化俗、感化人心的纽带，也是城市秩
序的黏合剂。市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是城市文明程度最具象化的表达。

11 月 3 日下午 4 点 30 分左右，市民王
女士驾驶小轿车下班回家，在路过成都高
新区天府三街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时，车
辆开始有火苗冒出。她第一时间拨打了
119，但在等待的时间里火势越来越大，火
苗不断攀升。

这一幕恰好被附近的几名公交车司机
看到，他们拿起车上的干粉灭火器跑到现场
施救，冒着危险上前灭火，毫无畏惧。很快
119 消防人员也赶到了现场，最终，在众人的
努力下，扑灭了火苗，现场无人受伤。

在成都高新区，从来不缺令人动容的温
情，这片孕育雷锋精神的热土，在身边好人
示范带头下，和谐风景比比皆是：

桂溪街道临江社区最美邻居张洪建常
年资助贫困孩子上学，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一件件平凡的小事坚持了11年；

六年来，成都高新西区某工厂的普通女
工杨秀每个周末都在幸福驿站为居民免费
缝补衣服，累计为 4800 多名居民提供过裁剪
缝纫的服务；

还有街头扶老助幼的民警、等待行人过
马路的驾驶员、公交车上主动让座的年轻
人、在大街上帮助残疾人的志愿者⋯⋯一批
又一批身边好人，为成都高新区树起看得
见、摸得着、学得到的道德标杆，托起了城市
文明新高度。

“城市的核心是人”，人是城市最根本、

最重要、最鲜活的元素。每个人的成长离不
开一方沃土，更离不开崇德向善的氛围营
造。成都高新区始终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作为引领和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着
力点，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选树工作。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服务
事业，积极参与“邻里守望”“美丽环境”“助
人为乐”“基层治理”“法律援助”等一大批惠
民生、接地气的志愿服务项目，一条条“溪
流”汇聚成充满爱心的“大海”。

成都高新区还将文明风尚嵌入城市各
个角落，引导广大市民参与文明、践行文明、
乐享文明。

比如，成都大运会举办期间推出“爱
成都 迎大运 树文明”创意海报，在宣传
成都大运会、科普介绍大运会比赛项目的
同时，也向更多人展示这座城市的文明形
象；在促消费活动中深入开展“微笑服务”

“诚信经营”“光盘有礼”等文明倡导行动；
在成都高新体育中心引导广大市民做文
明有礼、热情有度的文明观众，共同营造
文明观赛氛围。

爱心面店彰显城市温暖

厚植“文明沃土”
凝聚向善向上力量

成都高新区为“平凡之善”颁奖

菜市场里建书屋

高品质阅读空间
送到市民家门口

科技赋能城市治理

让文明城市建设
更智慧

文明之美让城市底色更靓丽

智慧赋能基层治理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

菜市书屋让阅读触手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