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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2017 年 11 月 17 日，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包头市再次蝉联全国文明城市荣誉，成为仅有的 2 个连续五届保持文明城市称号的地
级市之一。

地处干旱半干旱西北地区的一个老工业基地，何以能获得文明城市“五连冠”？
刚刚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归来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张院忠表示，在 20 多年创建历程中，包头以“守好少数

民族美好的精神家园”为引领，不忘初心大力传承弘扬老一辈建设者优良传统，构筑新时代城市精神；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讲好新时代包头
故事坚定城市自信；关注民生福祉提升群众获得感凝聚城市力量；包头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宜和谐的气质日益凸显。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党 委 常
委 、包头市委书记张院
忠在全国创建文明城市
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发言

“流凌期黄河水势不稳，这石头坝一下去就有 2 米多深。有孩子们来此游玩，
很危险，总得盯着喊着。”尽管如此，今年从开河到现在，王三已救起 6 人。

在近 30 年中，王三已从黄河中救起近 300 人，因此获得了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自治区道德模范和感动内蒙古十大人物等荣誉称号。在他的影响下，家里、
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救援队伍中。现在救援队已有正式队员 13 人，参与的
有二、三十人。

从包头南部黄河向北，走进中国兵器北方重工特种机械厂，“尽责圆梦·诚敬
北重人模范榜”上，展示着“镗刀大王”戎鹏强、数控尖子王士良等一批行业顶尖
能手的事迹。

“在北重，血液里一直流淌着兵工人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红色基因。”30 岁
就成为自治区和全国劳模的戎鹏强，在刚刚结束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上，被评为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他说：“将不忘初心，秉承先志，牢记兵工人使
命，为国之重器而战、为国家荣誉出击”。

2017 年“五一”节，包头命名一批“包头工匠”。此前，还授予包钢等 26 家企业
“百年老店”称号。“这是包头推进诚信之城建设又一措施。”市委书记张院忠说，
包头市注重挖掘传承老一辈建设者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新时代城市精神内涵，推
进道德之城、诚信之城和志愿之城的“三城”建设，推动形成向上向善、孝老爱亲、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良好氛围。

建设道德之城，以“德润鹿城·文明包头”系列主题实践活动为主线，大力推
进树先进典型、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最美军工人等评选活动品牌化、常态化，并
出台一系列先进典型帮扶礼遇办法，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实，把
核心价值观要求体现到文明创建各环节，渗透到生产生活各方面。建设诚信之
城，突出制度化建设，建立征信信息平台，实施多部门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和“红黑
榜”发布制度，大力保护和促进老字号、老企业振兴发展，厚植恪守信义价值理
念，涌现出戎鹏强、卢仁峰等在全国叫得响、立得住的大国工匠；建设志愿之城，
率先在自治区颁布了《包头市志愿服务条例》，成立志愿服务学院，把志愿服务纳
入到文明城市、村镇、单位、家庭、校园等各类创建考核中。全市注册志愿者人数
32 . 8 万人，实现了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

坚守孝道 31 年唤醒植物人养母的全国道德模范朱清章、34 年用生命淬炼
“中国制造”“优质制造”的大国工匠戎鹏强、52 年传承雷锋精神的中国好人陈文
学、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的最美乡村检察官张章宝……在钢城大地，可爱可敬
之人处处可见，可歌可泣之事不胜枚举，一个个包头好人用自己的实践让道德的
力量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传递着温暖和力量。

对此，包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盖连玉深有感触：“六十载风雨历程，二十载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之路，老城包头，民风淳厚，好人就像空气和水，无处不在。”

“今年，大剧院计划演出 160 多场，并将延续高端、多元特色，
市民音乐会、国际青少年艺术节、儿童戏剧节等奠定了全年的演出
节奏。”包头市国际会展中心副主任李静波介绍，2016 年，大剧院
演出 141 场，平均每 3 . 8 天就有一场，吸引观众 15 万多人次，营业
收入上千万元，较运营初的 2014 年营业收入接近翻倍。“以上指标
领先于西北地区其它剧院，也不输给二线城市。”

包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乌云认为，草原文化、农耕文化、西口
文化、黄河文化、工业文化、红色文化在这片土地交汇。我们不断挖
掘整理地方文化资源，讲好包头故事，丰厚着市民的积淀、坚定城
市文化自信。

如今，鹿城元宵文化节、鹿城文化艺术节、中国游牧文化旅游
节等大型群众文化品牌深入社区和乡村，新年音乐会、民族音乐
会、交响音乐季等演出贯穿全年，民间艺术团体百花齐放。电视剧

《安居》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电影《守候》、话剧《惊蛰》、广播
剧《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荣获全国及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大型记录文学《天地人心》和微电影《爸爸妈妈的
橡树》、《遥远的家》、《爱+1 度》等 6 部作品获得 13 项国家奖项。数
字化升级改造后的 568 家“草原书屋”遍布乡村，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传技艺、展村史、讲故事活动深入开展。

文化艺术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性格特征和气质魅力。
鹿城处处诵读声。从 4 月到 8 月进行的第六届鹿城读书节正

风生水起，诗词诵读比赛、故事比赛，主题征文、阅读讲座、草原蒙
古语诗会、名人名家进高校等品牌项目在企业、学校、机关和乡村
广泛开展。

九原区沙河二小，一场“飞花令”正在进行，参与的 6 名小学生
对答如流。在这里，每天早上 20 分钟的经典诵读已持续 12 年。六
年中，学生们轻松达到了人均背诵 10 万字、课外阅读 540 万字的
目标。学校开发的 15 册教材已被很多学校使用。

观众 71 . 6 万人次、各类活动 150 场…… 2016 年在包头举行
的第 26 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包头以“相约鹿城读书节·共享精
彩书博会”为主题，组织开展了历时四个月的全民阅读活动，让书
博会成为一场全民阅读的盛宴。

文化熏染与艺术熏陶，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城市文化品位的
提升中增强着幸福感，城市文化自信油然而生。

包头市城市规划是经国家批准的地级市城市规划。建市
67 年来，包头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按照“舒展通透、简约大
气、宜居宜业”的城市定位，在北方干旱少雨地区建成一座“半
城楼房半城绿”的现代化城市，整个城市舒展大气，成为中国城
市规划的样板之一。

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如今，市民无论居住在哪里，5 分
钟便可走进公园绿地运动休闲。

如今的包头，钢铁大街、建设路和巴彦塔拉大街三条标志
性道路融会贯通，在城市核心轴线形成绵延不绝的生态走廊，
并集百里绿道、百里公交、百里景观于一身；万亩赛汗塔拉城中
草原成为城市的“绿肺”；大青山南坡绿化、境内 G6 高速、110
及 210 国道生态建设、环境治理和庭院绿化等一批生态工程，
使森林覆盖率由 15 . 1% 提高到 16 . 9%，湿地保护面积超过
140 万亩，获批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

不仅如此，优质的服务不断增强着市民的幸福体验。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在全国推广。作为全国健康城市试点市，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实现“同城待遇”，50 岁以上农牧民全部实行免费
体检。普惠可及的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

强化建设平安法治包头，拓展“四级巡控”机制，健全社会
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机制，包头连续五次被评为“全
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城市”。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在今年 4 月上
旬召开的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包头市委书记
张院忠代表包头所作的大会发言“唱草原晨曲、挺钢铁脊梁，争
做西部地区文明城市排头兵”引起广泛关注。

站在新的起点，包头市委书记张院忠说，作为首批全国文
明城市，连续五届蝉联全国文明城市荣誉，是肯定更是激励。包
头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促进全市各项事业提档
升级、争创一流，努力推动包头综合经济实力、城市竞争力、人
民幸福指数进入全国地级市前列，开启新时代文明城市创建新
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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