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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福州 風景如畫
一路走來，福州市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始終秉持

㠥「創建為民、共建共享」的理念，結出
了豐碩的果實。
保護綠水青山，改善人居環境，就是築就金山

銀山，就是讓老百姓真正得實惠。10年來，福州全
市上下不遺餘力對城市環境開展綜合整治和長效管
理，如今花團錦簇的綠地點綴街頭，環境優雅的步
行道依傍內河，枝繁葉茂的榕樹遮天蔽日，碧波蕩
漾的閩江風光旖旎⋯⋯福州成了一座大花園、大公
園。2010年，在中國環境規劃院公佈的環境宜居城
市監測評價結果中，福州榮居榜首。
家住安泰河畔的同利肉燕老闆陳君凡是內河整治

的受益者之一。他說：「我小時候常在安泰河邊玩
水，長大後從河邊走過都得捂㠥鼻子，沒想到如今
又能看到水中魚了。」去年，安泰河遊船開通後，
陳君凡帶上家人體驗了一回。「河水很清澈，岸上
仿古建築倒映在水中，水裡有嬉戲的錦鯉，河邊有
籐蘿、荷葉，這幅景致太有詩情畫意了，比我小時
候看到的安泰河還要美。」

十六大以來，福州市在28條主要內河沿線鋪設了
排污管網，將沿線生活污水、生產污水接入排污管
道，提高了內河的清潔度。2011年，福州市投入
26.7億元，全面啟動75條內河的整治工作，安泰
河、白馬河等已成為城區的景觀河道。
十六大以來，福州市新建、續（重）建了西湖公

園、溫泉公園、烏龍江濕地公園、兒童公園、茶亭
公園、閩江公園等50多個公園，新增城市綠地面積
277萬平方米，人均公園綠地面積11.15平方米，市
區每步行10分鐘就有一處公園、一塊綠地，福州成
為全國最「綠」的省會城市之一。

生態治理還給老百姓帶來了豐富的精神文化生
活。每當夜色降臨，就有許多市民來到公園或廣場
上納涼、健身、唱歌、跳舞。

文化福地 共建共享

榕城上空夜夜飄歌聲！這是福州居民常態文化生活
的一個寫照。每當夜幕降臨、華燈初上時分，從金牛
山公園到左海之濱，從五一廣場到西湖之畔，30多支
合唱隊伍、數萬市民便走出家門，匯入附近的「激情
廣場大家唱」歌唱海洋，共同引吭高歌，唱出生活的
美好，唱出時代的讚歌！湖畔之聲激情廣場的歌友錢
茹欣告訴記者：「退休後，我有段時間覺得很失落，
不知如何打發空閒時間。後來我加入了大家唱，不僅
豐富了文化生活，而且從中結交了許多朋友。」
2004年，福州市民方鵬凱自發在溫泉公園組織了

全市首個激情廣場大家唱，這種零門檻、不收費的
大家唱活動受到了廣大市民的青睞，參與者日眾。
對於這種自發的群眾文化活動，福州市委文明辦等有
關部門及時介入，積極引導，激情廣場大家唱迅速風
靡榕城。市財政部門還撥出專款，用於購置激情廣場
大家唱的樂器、音響等設備。如今，激情廣場大家唱
合唱隊伍已壯大到30多支，遍及城鄉，參與人數每晚
達數萬人之眾。如今，「激情廣場大家唱」已成為福
州文明創建的一張「名片」。在今年5月份於北京舉
行的全國文明辦主任培訓班上，福州市委文明辦負
責人就此做典型發言，中央文明辦負責人對福州激
情大家大家唱的經驗做法給予高度評價。
近日，記者在福州象園街道綜合文化站採訪時，

看到這裡既有圖書室、閱覽室、電腦室，還有健身
房、老人活動室，不僅為居民提供了文化、體育活
動的好場所，而且成為居民們交流、聯絡感情的好
平台。從陝西來榕照看孫子的居民林健輝告訴記

者：「走進家門口的文化站後，我在這裡認識了許
多福州的朋友，現在我經常到這裡看書、看報，和
朋友們聊天，生活很充實，精神也很愉悅。」
據了解，十六大以來，福州市積極推進民生工程

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逐步完善。全市現有群藝
館（文化館）13家、公共圖書館13家、博物館（紀
念館）27家、劇場（音樂廳）2家、畫院（美術館）
2家、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市級支中心1個
（縣級支中心12個）、街道（鄉鎮）綜合文化站173
家、農家書屋2195家和圖書流通點385個，市、縣
（市）區、鄉鎮（街道）、行政村（社區）四級公共
文化服務體系粗具規模，服務內容也從單一品種向
立體網絡轉變。

文明之城 崇德揚善
一樁樁、一件件改善民生的實事，極大地激發

了福州人爭創文明城市的滿腔熱情和創建行動。
10年創建，百萬市民共赴文明之約，以不同的方
式，悉心呵護「文明之花」。
今年1月7日福州市首場道德講堂在文廟開講以

來，全市已經開辦各種類型道德講堂1000多所。從
一開始，道德講堂就力避高高在上、「你講我聽」
式的單向灌輸等不足，而採取「身邊人講身邊事、
身邊人講自己事、身邊事教育身邊人」的方式，更
加貼近市民打動人心。
經由道德講堂的傳播，許多默默無聞的善人善舉

被廣泛傳揚：每年自掏腰包訂3份報紙，讓鄰居和來
往路人免費閱讀的88歲老人張國藩；15年來免費為
路人提供涼茶的長樂「龍嫂」周傳聲；堅持助學21
年，捐款15萬元的93歲愛心老人高君芷；12年來堅
持為獨居老人黃阿婆剪髮的社區居民沈齊娜⋯⋯
最樸實的，也最動人。感召之下，崇德揚善蔚然

成風。今年7月2日下午6時許，下班高峰期，市區國
貨西路安淡公交車站附近，一輛正在行駛的77路公
交車突然拋錨，引起交通堵塞。十幾名路人主動上
前，和車上的乘客一起，冒㠥酷熱，將公交車推向
路邊，道路恢復了暢通。今年8月4日下午，受颱風
「蘇拉」影響，長樂文武砂鎮沿海風大浪急，撿海螺
的婦女鄭嬌金不幸被大浪捲入海中。聽到呼救聲，
附近多人毫不猶豫跳入海中，將其救起，但一直托
舉她的長樂湖南鎮蔡宅村54歲村民黃建國卻因體力
耗盡被大浪捲走，英勇犧牲。
除了道德講堂，倡導「文明用餐，節儉惜福」的

「文明餐桌」行動也在榕城鋪開，市區絕大部分餐飲
企業積極響應。這引導更多市民養成了適度點菜和
餐後打包的習慣，文明用餐、節儉用餐漸漸成為一
種自覺。
同時，今年7月，福州還啟動首屆「車德月」主題

活動，倡導拒絕車窗拋垃圾、不做遠光「燈霸」、斑
馬線前文明禮讓等，引導文明行車成為習慣。同
時，福州市志願服務網絡正向全市城鄉覆蓋。今年6
月，福州首批「學雷鋒志願服務崗」誕生在九個主要
交通路口；8月，萬名志願者交通文明引導活動正式
啟動，志願者用愛心讓這座城市變得越來越美麗。
從2008年開展「好人建設」以來，福州成果豐碩。

截至目前，全市共3人榮獲全國道德模範提名獎，3人
獲評福建省道德模範，33人榮登「中國好人榜」，34
人榮登「福建好人榜」，當選人數位居福建省前列。

文明之花 越開越艷
創建文明城

市不是一陣
風。引導全體
市民參與創
建，提升文明
水平，讓老百
姓共享創建成
果，提高幸福
指數，才是根
本目的。去年
福州摘取全國
文明城市桂冠
後，福建省委
常委、福州市
委書記楊岳即
指出，要建立
健全長效機
制，持續推進

文明城市創建工作。
如何推進文明福州持續文明？回答是「八個持續推

進、八個不斷提升」，包括：持續推進專項整治活
動，不斷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持續推進交通綜合整
治，不斷提升城市文明交通水平；持續推進公共服務
能力建設，不斷提升市民群眾的幸福指數；持續推進
人文福州建設，不斷提升閩都文化影響力等。
如何讓創建工作不走過場，讓機制真正見效？福

州市施行的文明城市測評、點評制度，凸顯了督導
問責威力，相關部門聞過則改，馬上就辦，大大提
高了執行力。
福州有眾多省直機關、企事業單位。多年來，省

市同城聯建、同心共建成為福州創建全國文明城市
的一大特色。今年初以來，省直單位扎實推進文明
社區、文明交通、文明窗口、優美環境、志願服
務、道德教育「六個共建」活動，攜手福州市細心
呵護這個共同的「家」。
省市共建、測評點評和督查機制的有力運作，正

成為福州鞏固深化文明城市建設成果的「助推器」。
新舉措新風尚，有福之州的文明之花必將開得更加
艷麗！

文明城市，體現㠥一座城市驕人的綜合實力，蘊含㠥一座城市良

好的人文風尚，彰顯㠥一座城市迷人的文化魅力。「全國文明城市」

稱號是中國城市綜合評比類的最高榮譽。自1999年起，素有「海濱

鄒魯」美譽之稱的福建省福州市參與全國文明城市創建工作，經過

多年努力，不懈追夢，在2011年終於獲得「全國文明城市」的稱

號。在摘取這塊金燦燦的牌子後，福州市不自滿不懈怠不停步，以

更高水平、更高品質的標準持續推進硬件改善、軟件提升，推動文

明城市建設工作機制化、長效化、常態化，讓「有福之州」更加優

美、更加和諧、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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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豐富

■市民熱情參與「激情廣場大家唱」

■治理後的內河景色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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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書香人家」。

■志願者為老人洗腳，敬老愛老蔚

然成風。

■福州綠意濃濃，風景如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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