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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1月 28日，我市成功入

选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2021 年3 月 18—19 日，我市出

台《平顶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

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并召

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再出发”动

员大会

◉2021 年 4月 26—28日，我市参

与全省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观

摩交流互评，喜获第二名好成绩

◉ 2021 年 12 月 25—29 日，我市

顺利通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第一

年测评

◉2022 年 3 月，《平顶山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正式施行

◉ 2022 年 6 月 26—27 日，中央

文明办一局局长薛松岩、副局长梅

峰一行 4人莅临平顶山市和舞钢市

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这是一个关乎文明的约定，这是一

段奔赴幸福的旅程。

创建成为全国文明城市，是平顶山

市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在市委、市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市接续奋斗、内外

兼修，不仅提升了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功

能完善等“硬实力”，而且不断强化文明培

育、文化创新等“软实力”。2021年，我市

参与全省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观摩交

流互评，喜获第二名的好成绩，并于年底

顺利通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第一年测评。

此外，我市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

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六连冠”等称号。

加压推进，势头更强劲

2021年 1月 28日，喜讯传来：中央文

明办公布 2021—2023 年创建周期全国

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名单，我市赫然在列。

欣喜之余，我市不忘加压奋进，迅速

制 定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排 好 推 进 工 期 。

“2021年，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强化管理

抓整治，完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载体

功能；2022年，着力巩固提升，坚持创建

惠民谋福祉，凝聚全体市民共建共享的内

生动力，扎实做好巩固性工作；2023年，

全力攻坚冲刺，坚持对标迎检见实效，力

争成功创建为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市

创文办综合组组长尹世钊介绍说。

目标既明，笃定前行。

今年 5月，我市出台《平顶山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分包责任制实施方

案》，对城市六区实施市级领导分包街道，

市直机关、市管各企事业单位和驻平单位

分包城市社区创文工作责任制。各单位

闻令而动，工商银行平顶山分行志愿者到

社区义务劳动，并捐赠 200个垃圾桶；市

住建局安排专人常驻三七街社区参与创

文，制定三环佳苑南苑打造创文示范小区

方案；中国平煤神马铁运处协调来沙子、

水泥等，解决社区黄土裸露问题……7

月，全市116家单位分包对接率达100%。

对照测评体系，我市打造精品点位，

商场增设母婴室，政务大厅配备老花镜、

药箱、针线包等便民物品，背街小巷合理

规划无障碍停车位，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开放各类功能室，乡村建设“复兴少

年宫”……各区各有关部门及时认领任

务，绘制作战图，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测

评体系》和《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测评体系》，全面提升全市 35 类场

所的 729 个点位，改善城市面貌和群众

生活环境，真正惠民利民。

我 市 强 化 督 导 机 制 ，敦 促 问 题 整

改。9 月 10 日至 12 日是中秋节假期，我

市创文办各督导组成员放弃与家人团聚

的美好时光，坚守在督导一线。3 月以

来，我市已经下发 23 次督导通报，反馈

问题 3563 个，整改完善率达 91.3%。对

于反复出现的问题，市创文办派驻专人

监督跟进，直至达标。

补齐短板，环境更宜居

9 月 10 日上午，在市区建设路东段

东苑社区街心公园，老人们借助崭新的

健身器材按摩、推拉，孩子们在宽阔平坦

的广场上嬉戏玩耍。

“现在谁会想到，原来的东苑社区有

多破旧。如今，商业街整齐有序，党员群

众综合活动中心活动丰富，路面修平、画

上交通标识，整个社区焕然一新。”64岁

的社区居民魏月莲感慨道。

为切实改善人居环境，我市对老旧

小区进行提档升级，要求水电气暖齐全、

建筑外立面和谐统一、统一设置电动车

充电插座、绿化管护质量高等。目前，我

市已完成改造项目 554 个，累计完成投

资 14.64亿元，惠及居民 84126户。

补短板，固弱项。我市制定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十项专项整治责任清单，全

面清除顽瘴痼疾。清单明确了各项任务

的完成时间、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考核主

体等。各有关单位按照时间节点，压实

责任、全力推进，如今已初见成效。

随着创文工作的深入推进，市区 970

个公交站亭更换了新“面孔”——创文公

益广告。这些公益广告画质清晰、颜色

鲜亮、内容积极向上，既展示了我市丰硕

的创文成果，又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市

民的创文意识。与此同时，市区部分公

交站点改造升级，192座港湾式公交停靠

站让市民出行更安全。

道路是城市的脉络，路平道美出行

畅也是创文的应有之义。据统计，我市

完成车行道基础维修 2432平方米；人行

道砖维修 7358.58平方米；人行道路缘石

维修 1608米；水泥碎石回填井 11立方米；

共维修路灯、亮化灯 3287 盏次；巡查了

中兴路湛河桥、新华路立交桥等桥梁 274

座次，完成桥梁伸缩缝维修 13平方米，修

复防撞墩 4 处、两侧护栏 1 处；疏通管道

23 公里，清理雨水箅子 4554 个，淤泥外

运 1400立方米。

全民共创，城市有温度

文明是众人种植幸福的结果。

9月 8日一大早，湛河区九里山街道

光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前，社区“莹

之星”舞蹈队的 10多名队员身着彩裙，欢

快起舞。

当天，作为光明社区联合创文分包

对接单位，市财政局开展了以“和谐邻里

迎中秋 携手共建文明城”为主题的垃圾

分类宣传活动。志愿者们提前布置场

地、张贴横幅，准备好垃圾分类宣传彩

页、小型垃圾桶、垃圾袋等物品。在“模

拟垃圾投放抽奖游戏”环节，居民踊跃参

与，热烈谈论正确的垃圾分类方式，并将

蔬菜叶、旧灯管、空饮料瓶等分类投放。

“创文，说到底是为咱老百姓。我们

很乐意参与文明理念宣传。看到大家在

我们的宣传引导下，认识到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掌握了规范的垃圾分类方法，实

在是件乐事！”社区志愿者李莹一边说，

一边向居民发放《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指南》宣传页。

光明社区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只

是全市文明创建活动的一个缩影。今年

3月，《平顶山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式

施行，以立法的形式，将公民的文明行为

规范列入地方法规，为鹰城人规范自己

的行为提供了一把标尺，引导和规范公

民文明行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我市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2 个、文明实践所 268 个、文明实践站

2859 个，设立文明实践点 1673 个，已实

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全覆盖。

以《条例》为准绳，以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为阵地，全市居民广泛参

与，共创共建蔚然成风。截至目前，我市

成立了“10+N”志愿服务队伍 4032支，在

民政部门注册志愿服务组织 27个，在志

愿服务系统备案的志愿服务团队 1436

个，应急志愿服务组织和团队 290个，开

展群众性主题活动 52663 场次，受益群

众 127万余人。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了人民，依靠

人民。鹰城儿女众志成城，以强烈的主

人翁精神共赴文明之约，共同打造有温

度的文明空间。 （本报记者 曹晓雨）

全民齐心共创建 文明花开香满城

“他在电话里说，要把孩子和老人送

过来，直到上高速才说要去援鄂，我当时

内心很崩溃。作为他的妻子，我有太多

的不舍和担心。但同是医护人员，我必

须支持他……”近日，康小红回忆丈夫曹

飞援鄂时的情况再度哽咽，她说过去那

么久了，一提起来还是很激动。

曹 飞 今 年 44 岁 ，是 鲁 山 梁 洼 人 ，

2004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市第一人民医

院，在骨外科、感染管理科工作 18 年，被

评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获得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博士研究生

毕业后，康小红在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肿瘤科工作，两人工作繁忙，聚少离

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曹飞被推选

为平顶山市防控专家组主要成员。临危

受命，面对陌生的病毒，他深入预检分诊

点、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组织人员培训

演练。2020 年初，他任我市第一批援鄂

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带领 17 名医护

人员到武汉支援抗疫 58天，为打赢湖北

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贡献了平顶山力量。

临危受命舍小家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突然发生。作

为我市救治专家组主要成员，曹飞一直

坚守岗位，忙于发热门诊改造、重点部门

管理、医护人员防疫培训。长时间超负

荷工作，他的嗓子严重发炎，声音嘶哑无

法发声。2月 2日一大早，在同事的催促

下他做了 CT，确诊为普通肺炎。

当天上午，正在给医护人员培训的曹

飞接到支援武汉的通知，即刻出发。顾不

上考虑太多，他匆忙交接好工作，带上换

洗衣服和消炎止咳的药物就奔赴武汉。

车上高速时，曹飞才给妻子打电话

说明情况，委托她照顾好父母和两个年

幼的孩子。曹飞说：“虽然放心不下家

人，但是国家需要我，我必须去。”

2 月 2 日晚上 8 时，曹飞带领队友和

我省其他省辖市派出的医疗队一起抵达

武汉，他被任命为河南省第二批援鄂医

疗队感控组组长。在驻地安顿好后，大

家彻夜难眠，曹飞偷偷写下了遗书。

不惧风险冲在前

2月 3日一大早，曹飞到武汉同济医

院中法新城院区对接工作，被安排当天

晚上开始进驻病区收治病人。“河南省第

二批援鄂医疗队是一支混编的队伍，138

人来自全省 7 个省辖市 22 家不同的单

位，没有经过统一的培训就分组上岗，我

很担忧。”曹飞回忆道，当时同济医院的

一名领导说“患者等不起啊，多等一个晚

上就可能有病人失去生命”。

中午回到驻地，顾不上吃饭他就马

上组织队员培训、分组、排班，并要求人

人过关，整个培训过程仅用半天完成。2

月 3 日晚上，他带领第一组 15 名值班人

员进入重症病区。不到 48个小时，他们

就收治了 51名危重患者。

在支援武汉的 58天里，曹飞带领感

控组开展相关培训 12场次，督促医疗、护

理、工勤人员防护用品穿脱 2619人次。

艰苦的环境，没有理想信念不行。

曹飞作为临时党支部书记，组织我市 9

名队员火线入党。

我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是河南省派

出的唯一负责新冠肺炎危重症救治的医

疗队。队员、市二院感染性疾病科主管

护师康茹回忆道：“有一次下班我们坐车

回驻地，下车时找不到曹主任，后来才发

现他因为太累在车上睡着了。”

不辱使命载誉归

在病区，除了完成消毒和防护督导

工作外，曹飞还主动承担临床救治和采

集咽拭子等工作，照看最危重的病人。

一名患者因新冠肺炎合并双下肢严

重外伤，伤口清创和换药是棘手问题。

曹飞主动承担该病人的治疗，每天要花

费 1个多小时为患者清创换药。忙完他

累得直不起腰，贴身衣服湿得能拧出水。

疫情期间武汉物资紧缺，队员的防

护面罩不够用，街头的店铺都关着门。

曹飞通过文具店门头上留下的电话，挨

个儿拨打，把收集到的透明文具袋裁剪

下来，给大家做临时防护面罩用。

58天里，曹飞累计入院工作 1284小

时，每天休息不到 5个小时，带领医疗队

收治危重病人 70 人，其中病危 23 人、病

重 42人。

3月 30日，在圆满完成援鄂任务后，

曹飞带领 17名队友安全返平。

目前，曹飞在市一院科教科担任主

任，负责科技创新和医学教育等工作，主

持感控专业人员的培训，两年来多次受

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调派，参加隔离

点建设和防控督导检查工作。他说：“抗

疫使我更加明白生命的可贵和肩上的重

任，我会随时响应号召，服务人民，护航

生命。” （本报记者 王亚楠 文/图）

曹飞：勇毅援鄂 护佑生命

曹飞展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勋章

▼市民从位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平安广场的立体花坛旁走过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