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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沂淄博当选全国文明城市
青岛烟台通过复查，济南东营日照莱芜获提名资格

本报济南12月20日讯（记者
郭静）20日，中央文明委召开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表彰
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其中，我省青岛、烟台顺利通过
全国文明城市复查，而临沂、淄博
当选为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

据了解，青岛市以省会、副省级
城市测评总分第一名的成绩再获全
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烟台市连续
三届荣获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而临沂市、淄博市分别以地级市测
评总分第一名、第五名的优异成绩，
当选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

济南市、东营市、日照市、莱芜
市荣获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资格，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等71个
村镇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济南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等124个单位
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整体成绩居
全国前列。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创建文明
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活动
蓬勃开展，城乡文明程度不断提
高，社会面貌发生可喜变化，为
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了强大的
精神动力。

2003年8月，中央文明委确定全
国文明城市每三年表彰一次。2004
年9月，中央文明委明确了全国文明
城市的指标体系。2005年10月，中央
文明委召开表彰大会，对首批全国
文明城市进行了表彰，烟台、青岛成
为首批全国文明城市之一。2009年，
烟台通过第二批全国文明城市复
查，保留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青岛

三年重新夺回

全国文明城

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
明办主任王纪刚介绍，在第三轮全
国文明城市测评中，2009年、2010年，
在参加复查的第一批和第二批7个
省会副省级城市中，青岛分别获得
了全国公共文明指数测评第一名和
第二名的成绩。

根据中央文明委全国文明城市
测评办法的规定，将前两年的成绩
与今年复查测评的成绩加权计算得
出第三轮创城的总成绩。日前，从中
央文明办获悉，青岛三年测评的总
成绩在参加复查的第一批和第二批
7个省会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

据此，中央文明委决定恢复青
岛市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历时3年的创城，带给青岛诸
多惊喜，市民素质也在创城中经受
了一次洗礼。通过创城，在全社会
营造了“文明赢得尊重”的浓厚氛
围。 本报记者 宋珊珊

烟台

连续三届当选

城市更加文明

烟台市的文明城市建设工作，
迄今已走过了17年历程。在第三届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烟台突出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这
个主题。

热心公益、奉献爱心已经成为
市民的自觉行动，全市志愿者总数

达到55万人，注册志愿者达到35万
人，累计为社会提供志愿服务2100

万小时。
在争创第三届全国文明城市

过程中，烟台市坚持从最基本的礼
仪行为规范抓起，普及礼仪常识，
强化礼仪实践，引导人们养成讲修

养、重礼仪、守秩序的良好习惯，不
断提高市民文明素质。

烟台市环境质量不断提高，10

年来市区空气污染指数始终小于
100，优良天数比一直在95%以上，
城市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始终保
持100%。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临沂

地级市测评

总分第一名

淄博

“创城”让

群众得实惠

“当选全国文明城市是420万淄
博人的骄傲。”20日晚，提及淄博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刚参加完颁奖大
会的淄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郭利民
一脸的自豪。

郭利民说，作为一个依托资源
优势发展起来的老工业城市，淄博

在资源环境上历史欠账较多，成为文
明城市创建的一个瓶颈。因此，淄博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创建文明城市
工作的突破口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总抓手，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创建文明城市的“龙头工程”，全力破
解老工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在全省率先提出了实施‘环境
立市’战略，并从2005年开始在全市
实施了‘碧水蓝天行动计划’，为创
建文明城市夯实了坚实的基础，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郭利民说，创城
使群众真正从文明城市创建中得到
了实惠。 本报记者 崔岩

2004年，临沂市开启争创全国文
明城市的征程，坚持把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总抓手，作
为改善民生、提高市民幸福指数的重
要平台。创造性地实施了以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为龙头，整体推进全国双拥
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

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
模范城市创建活动。

2005年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工作先进城市，2008年成功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在2009

年和 2010年的全国城市公共文明
指数测评中，分别获得地级市全国

第七名和第一名的好成绩。最终以
地级市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中央
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经过七年深入持久的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临沂城乡面貌发生了
巨大变化，市民幸福指数明显提
升。 本报记者 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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