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在斑马线上，你愿意冷不防驶来一辆车与你
抢道吗？到景区旅游，你愿意一不小心就“挨宰”
吗？到市民服务中心办证，你愿意排了长队还常常
跑两三趟仍办不成吗？还有，你愿意家门口那条河
脏兮兮臭烘烘吗？你愿意自己或家里的老人外出跌
倒了没人扶吗？你愿意上小学的孩子下午3点50分
下课后没人管吗？……遇到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堵心
事、烦心事，相信市民都会说“NO”。文明城市创建
路上所要解决的，就包括这些日常琐事在内的大小
问题。宁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五连冠”之路，正是
市民不断收获惊喜的“获得”之路。

近些年来，宁波各条地铁线路相继开工、相继开
通，不少城市公园相继建设、相继开放，这些城市建
设硬件工程大大促进了市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给市
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或许许多人没有
注意到，宁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这项浩大的工程，
某种程度上，比地铁、公园在范围与程度上更广、更
深地影响着市民的生活质量：生活在一个充满文明

气息的和谐城市，可以让人如沐春风。
与修建地铁、公园有所不同的是，创建文明城市

需要市民的广泛参与。虽说最终每个市民都是文明的
受益者，但不同角色，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场合，未必都
会自觉自愿地遵守文明规则。比如开车的与走路的，
路过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时，许多时候都有“互怼”的
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倡导礼让、制定规则就显得至关
重要。另外，文明习惯的养成有一个过程，这其中需要
一些约束或者强制，但从长远来看，文明教化的威力更
加不容忽视。否则，那些因为严厉处罚而被暂时压制
下去的文明陋习，“风声”过后很可能故态复萌。

值得肯定的是，宁波在文明城市的创建之路上，
既有时不我待的紧迫，又有“日拱一卒”的渐进。拿
今年来说，2月份提出了未来5年建设“名城名都”的
战略目标，开展了公益广告刊播提质扩面行动、车辆
停放秩序整洁行动、社区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环
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市政设施建设提升行动、市民
文明规范养成行动等；7月1日正式实施的《宁波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是宁波首次为文明立法，对于小
到走路养狗，大到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和引
导，对市民反映强烈的违规吸烟、违规养犬、车窗抛
物、高空抛物等不文明行为作出了相应的处罚规定，
进一步达到促进文明行为的效果。而此前进行的

“最多跑一次”“四点钟学校”“爱心宁波”“剿灭劣V类
水”“礼让斑马线”等诸多政务文明、生态文明、交通文
明等建设工程和相关活动，在得到市民广泛认可的同
时，无不让市民有存在感、参与感，这也是宁波取得

“五连冠”的坚实基础。
宁波的文明之路，你我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作为见证者，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个城市文明程度，
在一次又一次的“连冠”之中不断得到质的提升；作
为参与者，我们也惊喜地发现：尽管在垃圾分类、文
明养狗等方面仍有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但
人们对文明规范正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并付诸行
动。无论是作为见证人还是参与者，文明之路带给
你我的，都有满满的获得感。

全国文明城市是一个反映城市整体发展
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是含金量最高、影响
力最大的城市品牌，宁波能够拿下全国文明
城市“五连冠”实属不易，这一切当归功于每
一个人的努力，正所谓“创建有我、文明有
我”。也正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文雅有礼、热情
友善、积极参与创建，我们的城才美，景才靓，
也才缔造起了城市的高度。

荣誉得来不易，守护住荣誉更难，在此基
础上争创“六连冠”，需要各部门和每个人把

“荣誉”当成“动力”，为文明城市创建再“加
分”。一方面，要继续发扬成绩和优势，将好
的方面发扬光大，比如江北区甬江街道湖西
社区“邻里文化节”、镇海全区旅游行业推广
的“文明旅游我先行·文明行为我践行”主题
活动等等，这些创新之举完全可以再深入推
进。

另一方面，也需要认识到不足，并加以改
进。比如，于我们个人而言，是不是存在浪费
水电、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车窗抛物、不自觉
排队、垃圾乱丢、出口成“脏”等不文明之举。
毕竟，每个人的举止文明与否，不仅代表着自
己的形象，也折射着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
座城市文明水准的高低。要知道，人人把文
明当习惯，才会有城市的大文明。

再者，更需要坚持创新不停步。文明城
市的创建，也应坚持与时俱进，既要坚持走好

“老路”，更应该紧跟时代脉搏闯出“新路”。
唯如此，才能将“老品牌”擦得更亮，又能把

“新品牌”打造好，从而不断筑牢城市文明
基底。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更不能遗忘，
在文明城市创建的进程中，网络不应成为

“法外之地”，网民的言行同样影响着城市的
形象。

文明城市创建不是“虚”的，它需要的是
实实在在的行动。“五连冠”的荣誉，是“干”出
来的。同样，在以后的文明城市创建中更需
要“实打实”地干。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
既是城市发展成果的“共享者”，更是城市建
设的“参与者”。因此，在创建这条路上，需要
人人有压力和动力，铆足劲，加油干，把城市
建设得越来越好。

文明之路
带给你我满满的获得感

胡晓新

把荣誉当成动力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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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被评为文明城市，给市民传来了幸福的
喜讯。客观地讲，精神文明与生活幸福息息相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不能缺位，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协调发展。精神文明是幸福
生活“半边天”，只有物质文明而没有精神文明的
生活是不能幸福的。可以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
明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

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关于
“国民素质”的质疑之声，仍然不绝于耳。我们该
明白，精神文明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的重要内
涵。精神文明需要迎头赶上，只有两者齐头并进，
才能让老百姓有真正的幸福感。

精神文明对于小康社会的意义不言而喻。对
于个人来说，精神文明就是一笔财富，是家庭兴旺
发达的根基。试想，一个没有精神文明相伴的人，
不是违纪就是违法，不孝敬老人、不尊重配偶、孩
子不求上进，家庭失去和谐，哪有幸福可言？对于
国家来说，精神文明也是生产力，如：不随地吐痰、
乘车排队、公共场所不吸烟等，可大大降低社会管
理的成本；没有人吃空饷、没有人贪污腐化、主动
积极工作，工作效率则高，也就推动了生产，与小

康社会越走越近，形成一种如虎添翼的态势。
精神文明的建设，众人拾柴方可火焰高。上

级不文明，怎要求下级文明；你不文明，怎要求他
人文明；只有人人文明，才能真正文明。正如全国
政协常委、同济大学副校长郑惠强的三点建议：

“一是党政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各级党政部门要
充分认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性，做好表率，用好载体，建好环境。二是教育
机构强化教育功能。学校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应将这项工作融入教
育的全过程，特别是要统筹规划、加强引导、注
重实践。三是新闻媒体落实传播责任。新的时代
条件下，新闻媒体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过程中使命艰巨、责任重大。”只有沿着精神
文明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小康社会才能够落
地生根。

“大国之大既是国土之大、国力之大，更是民
心之大、民德之大。”我们追求物质文明是必须，只
有解决了人的温饱问题，才能“知礼节”。但绝不
能忽视精神文明的追求，否则迟早会影响到物质
文明。

精神文明让小康社会“如虎添翼”
马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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