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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掩映的街景与干净整洁的道路相映生辉，秩序井然的交通与文明礼让的行人相得益彰，热情高效的窗口

服务与默默奉献的志愿者让城市温暖常在……在安徽省泗县，扑面而来的文明之风吹遍了这座运河古城的街头巷

尾，让当地居民切身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变化。文明城市创建，正在潜移默化中感染着这座城市的每个人。

泗县地处安徽东北部，是点燃皖东北星星之火的革命摇篮，红色革命传统为泗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近年来，泗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创建“为民、靠民、惠民”的理念根植创城全过

程，各部门积极作为，广大市民全力支持、热情参与，把“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贯穿于创建文明城

市全过程，市民文明素质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

创城是目标，惠民是目的。泗县始终坚持创城为民，努

力将创城的行动，转化为群众身边的一件件惠民实事。小区

环境变美了，楼道灯亮起来了，河道水变清了，占道经营现

象少了……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城市面貌的改变和城市品质

的提升。

泗县把棚户区改造作为改善群众居住环境、提升幸福

指数的头等大事来抓，真正让棚户区改造和安置房建设成

为群众满意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三年多来，泗县已经完

成 48 个棚户区地块改造，棚户区改造总面积达到 500 万平

方米，建成回迁安置房 23500 套。

农贸市场关系着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油瓶

子”。同时，也是泗县城市管理的痛点、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的

难点。结合文明创城，泗县大小菜场实现“大转身”，已不再

是“脏乱差”的代名词。

“我县多数农贸市场建成时间久，建设标准低，软硬件

管理都不达标。”泗县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徐莉介绍说，“经过

两个月的有效治理，整治后的农贸市场干净整洁，文明创建

秩序井然，市场的硬件和软件水平实现了整体提升，受到商

户和顾客的一致称赞。”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在泗县行政服务大厅

内，文明创建宣传、廉洁服务的责任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宣传内容随处可见，办事窗口工作人员都热情接待办

事群众。使用文明用语，微笑服务，行业窗口成为了文明创

建的“排头兵”，服务质量大幅提升，赢得群众赞誉。

创城为民，创城惠民。近年来，泗县不断加大城市基础

设施投入力度，让市民切实享受到发展红利。随着泗县新一

中的搬迁，泗县新人民医院、新中医院相继投入使用，城乡

群众的民生保障进一步加强。随着南柳公园、中央公园，漕

运广场、飞虹广场等相继建成，以及城区四通八达的交通路

网，随处可见的街头游园小品，都让如今的泗县城市功能进

一步完善，城市品位不断得到提升，市民真切感受到了创城

所带来的诸多变化。

“文明做事，做文明人”的理念成为泗县人的共识，全民参与

创建的热情与日俱增：有在烈日下坚守岗位的交警和志愿者，有

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清理垃圾的环卫工人和劝说占道摊主要文

明经营的城管队员，有自觉实行“烟头不落地”等诸多文明行为的

广大市民……泗县人以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和积极性投身其中，为

了一个共同的梦想而努力。

在泗县城区的主要路段和节点路口，目光所及之处都能看到

这样一群人，他们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手持小红旗，在早晚

出行高峰期时段，出现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开展志愿服务，对

出行的市民进行文明交通知识宣传和文明交通引导，以实际行动

传递“文明交通，你我同行”的社会正能量，成为泗县文明创建的

一道靓丽风景。

“文明创城大家干，党员干部要示范，你一砖来我一瓦，携手

共建和谐家园 ......”在花园井社区，向阳花志愿者服务队正在华

夏园小区开展“文明开讲”文明创建微宣讲活动。志愿者都是来自

社区的老教师、老干部等，他们自编自演的节目通俗易懂，又兼趣

味性，让周围的群众听在耳里、记在心间。

类似向阳花这样的志愿者服务队在泗县有近 500 支，全县注

册志愿者 11 . 3 万人，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遍地开花，泗县的大

街小巷、各个角落到处都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他们以自己的方

式来帮助别人、服务社会，传递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服务

精神。

近年来，泗县大力整合文明实践阵地，在全县 17 个乡镇(开

发区、产业园)，210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187 个行政村(社区)设

立文明实践所、站，实现了进乡镇、进村居、进机关、进企业、进学

校、进医院、进公共场所等全覆盖，打通了宣传群众、关心群众、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泗县发布了《泗县市民文明公约》、《泗县市民行为规范》和

《文明泗县 18 条》，并印发了《泗县市民文明手册》，深入实施文明

礼仪、文明旅游、文明餐桌、文明交通、文明上网、文明劝导等文明

行动，指导全县 187 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一约四会”，大力遏制

铺张浪费、高价彩礼、薄养厚葬、炫富攀比等不文明现象，全县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 3400 余例，群众主动放弃办酒席 1200 余例。

一座城市的高度，不仅来自于林立的高楼、宽阔的道路、繁华

的街区，还取决于思想文化的高度。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泗

县通过积极抓创作出精品、抓服务惠民生，不断发挥文化在城市

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提升市民素质和城市品位，为文明城市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持。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泗县段自西向东经泗城横穿泗县，其中有

水故道 28 . 1 公里，是隋唐大运河现存最完整的一段“活态遗址”。

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泗县有了惊艳世界的文化亮点，安徽的世界

文化遗产呈现出“南黄山北运河”的格局。

近年来，群众参与运河保护意识的增强，得益于泗县县委、县

政府越来越大的宣传和保护力度。县里先后投入了数十亿元，加

大了对运河两岸的修复治理，实施了清水工程、绿荫工程和运河

世界遗产段展示利用工程，让千年古运河再现芳华。

泗县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的模拟实景展示了隋唐大运河水系、

古运河漕运场景，以及声势浩大的人工开凿运河场景，介绍了隋

唐大运河开建的起因、过程和历史作用。馆内还展示了泗县出土

文物，详细介绍了侍女拉纤、纳黍行舟、诗仙访高僧、小乌龙探母、

水母娘娘沉泗州等大量泗州传说和历史故事，让人们了解泗县历

史文化。

发展运河产业，延续运河文脉。泗县正着力把泗州戏、运河小

镇、古汴廊桥和运河遗址公园等文化资源串珠成线，将古老运河

与泗州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建设隋唐风韵的运河小镇，保护、

传承、利用好运河文化资源。

泗州戏是安徽省四大地方剧种之一，2006 年被列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泗县是泗州戏的重要发源地，也凭借泗州戏

连续多年入选“中国民间文化之乡”。近年来，泗县积极开展“泗州

戏进校园”活动，让学生感受到家乡泗州戏的艺术魅力，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推动地方戏曲泗州戏传承发展。

“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深挖城市文化底蕴，积极打造泗县

六大名片——— 世界物质文化遗产隋唐大运河、中国山芋之乡、泗

州戏、石龙湖湿地公园、中国药物布鞋、皖东北革命根据地，不断

提升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努力擦亮‘水韵泗州·运河名城’的城市

品牌。”宿州市委常委、泗县县委书记张志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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