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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桐城市委员会

社 情 民 意
2022 年第 3 期

桐城市政协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7 日

桐城市政协提案委

编者按：2022 年 9 月初，市政协主席潘利民率领部分政

协委员，通过现场视察、听取汇报和召开座谈会等不同方式，

专题督办第 144 号“关于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几点建议”的

重点提案。座谈会上，政协委员们围绕市委、市政府“创卫”

这个近阶段重点工作，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认真思考总结，

发现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意见建议，为做好创卫

工作积极贡献政协智慧。我们组织编写了本期社情民意专刊，

将委员们的意见建议集中起来，为市委、市政府相关决策提

供参考。

编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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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政协委员如是建议

2021 年，我市成功创建省级卫生城市，为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取得了创建资格。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2022-2024

年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努力

为我市增添一张亮丽的城市新名片，进一步增强城市发展“软

实力”。市卫健委作为牵头承办单位为此作出了大量工作，

但在实际过程中也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对此，部分政协委

员围绕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积极

走访调研，认真思考总结，他们认为，

我市“创卫”工作的有利因素主要有：

1、高度重视。成立了市委书记、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

政协主席任组长，市四大班子领导担任副组长的市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创卫成员各单位主要领导。创

卫领导小组下设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办公室和七个专项工

作组。各成员单位落实一把手任责任制，进一步明确各分管

领导、科室职责，有力保障创卫目标如期实现。

2、先行一步。相比其他申报创建的县市，我市已经取得

省级卫生城市称号，创建硬件条件基本已经具备。据了解，

安庆市辖 2 市 7 县 3 区目前尚无一家国家卫生城市，截止目

前，提出申报的仅有桐城、潜山两家单位，按照国家至 2024

年县级国家卫生城市占比 40%的要求，我市无论在取得创建资

格和组织申报方面，都已经先行一步，跑在了安庆其他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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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前面。

3、措施具体。加强学习培训，7 月份，市创卫办组织专

人到宣城市、铜陵市、郎溪县等学习国卫创建经验。打造示

范点，根据年度重点工作计划和任务清单，落实各项创建举

措，全面铺开卫生镇、卫生村、卫生单位、无烟单位和健康

细胞创建。开展专项治理，针对重点行业、薄弱环节开展常

态化专项治理行动，提升城市管护、环境保护、健康教育、

公共卫生、病媒生物防制等建设力度。实行目标管理，将创

卫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每年度绩效考核，实现规范化、常

态化管理。加大投入力度，同创建文明城市相结合，坚持把

创卫经费纳入年初财政预算。健全联创共建机制，坚持把卫

生城市、文明城市同检查、同调度、同通报，实现信息共享、

携手共建。

“创卫”工作的不利因素主要有：

1、考核要求更高。创卫考核项细致，覆盖面广，主要任

务有爱国卫生组织管理、 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市容环境卫

生、环境保护、重点场所卫生、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安全、公

共卫生与医疗服务、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等 8 个大方面内容，

特别是其中的“七小行业”如小理发店、小浴室、小旅店等

是检查的重点和难点，涉及管理部门多，实际有效管理办法

少，给通过考核带来非常大的难度。

2、考核方式更严。相比全国文明城市等考核，从面上说，

创卫考核对于城乡结合部是必查项目，无固定点位，不设重

点区域但处处是重点区域，且携带无人机飞拍，导致围墙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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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等一些常规技术处理措施可能无效等；从点上说，创卫考

核组会随时随地进门入户，查看鼠迹、蟑螂迹等，考核方式

严苛，迎检难度大。

3、宏观经济面影响。当前我市及至全国，经济形势严峻

复杂，政府可用财力有限，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压力凸显，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软硬件建设投入均较大，在当前经济形势

下确实存在一定困难。

针对上述实际情况，必须全市上下齐心协力，从现在开

始下定决心，撸起袖子加油干，确保于 2024 年创建成功，再

现桐城全国文明城市首次申报、一创即成的盛举。

唐玉姣委员建议：

一是加大宣传发动。开展市民文明卫生教育。在我市城

区的主干道、公汽站台、火车站台及大型公共场所都要设置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公益广告牌,同时对现有沿街广告宣传

栏进行整顿出新，合理规划广告位置,既有广告效应,又能起

到美化、亮化作用。城区各单位要通过电子显示屏、横幅、

标语等形式宣传创卫工作，电视、网站等新媒体要进一步加

大宣传力度, 推动创卫工作有序开展。动员全体市民参与。

作为城市的主体，市民是城市文明卫生的创造者、建设者和

体现者，要把提高市民卫生素质作为创建卫生城市的重点，

贯穿于整个创建工作当中，引导市民养成文明卫生行为和习

惯。如编印《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教育指导手册》《桐城市民

文明卫生生活指南》等宣传折页进行发放，并开展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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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活动,常态化争创一批无烟机关、医院、学校和公共场所。

二是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卫生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能否达标是一个硬性条件。应对照国家卫生城市关于环

境卫生设施设置的标准和要求，查找差距，合理规划，进一

步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推动城市道

路、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园林绿化、环卫设施

建设、老城区改造等项目落地见效，不断改善城市功能，为

市民营造一种温馨的生活环境。

三是高位推动、部门联动。总结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成

功经验，成立高规格创卫工作领导组织，落实市领导片区包

保制，市直部门进网格，网格化推进创卫工作。加强部门配

合，组建公安、城管、卫健等部门联合执法队，常态化开展

整治工作。

四是建立长效机制。争创国家卫生城市是一项基础性、

根本性、长远性的系统工程，不是运动式，一蹴而就，需要

建立长效机制不断巩固争创成果。

五是强化督查考核。创卫工作需要全社会、各部门的通

力协作，两办要加强工作督查考核，压实各镇街和部门责任，

共同推动创卫工作开展，确保经过三年奋战，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顺利通过验收。

方红宇委员建议：

一是提升城市文化名片效应。要以创卫为契机，超前规

划，科学论证，修编城市长远规划，提升城市形象，完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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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功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彰显城市高品质，展现文都桐

城深厚文化底蕴。

二是提升城市智慧化管理水平。运用前沿技术推动城市

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实

现城市管理智能化。

三是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措施。坚持问题导向，以群众

最关心的污水垃圾处理、“厕所革命”、供电燃气保障、停

车设施建设、公共空间管理、城市交通秩序整治的问题，还

有背街小巷保洁、老旧小区改造、城市道路管理养护等基础

设施改善，以及农贸市场、便民摊点常态化规范化管理，居

民反应强烈的物业管理服务提升等方面，从细节处重点解决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网格化、常态化、长效化精细治

理。

四是提升市民垃圾分类意识。倡导文明卫生健康生活理

念，提高居民综合素质，教育引导市民尽快适应垃圾分类处

理方式，培养垃圾分类习惯。

唐惠民委员建议：

一是及时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认真学习创卫各项指

标和内容，对标对表，深入了解创卫考核标准和要求，组织

到申报成功县市学习经验和做法。

二是梳理我市创卫的短板。对照创卫工作要求，梳理出

我市存在的短板与不足，列出问题清单，按照“轻重缓急、

有序推进”的原则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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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明确职能单位责任。强化组织，协调推进，以问题

为导向，明确各职能部门干什么、怎么干。

四是强化督查考核。市委和政府成立督查考核组，定期

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进行通

报。

五是宣传发动，舆论造势。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巩固创

建国家文明城市成果，发动群众“共谋、共建、共管、共评、

共享”，积极参与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激发人民群众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主送：市委、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

抄送：安庆市政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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