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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则意识的培育。在《测评体系》中，不仅要求通

过开展“市民公约”“行业规范”“职业守则”等教育实

践，而且要加强“村民公约”“学生守则”“团体章程”等

教育实践，进而培育全体人民的规则意识。

5.文明意识的培育。在《测评体系》中，不仅要求通

过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网站创建，将文明

意识渗入家庭、社区、单位并在网络世界广泛传播，而且

要求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重大活动、重要节庆组织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报纸、电台、电视台、手机、网络

等媒体，要大力宣传普及文明礼仪知识，大兴文明礼仪

之风。

重塑“三种精神”，培育“两种意识”的过程，也是重

塑一个城市的城市精神的过程。如北京在创建过程中形

成了“爱国、敬业、公正、包容”的城市精神；上海的城市

精神开始文字很长，“海纳百川而服务全国，在艰苦奋斗

中追求卓越”，现定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

大气谦和”。

不同城市的城市精神，是当代中国精神的缩影，从不

同方面反映着“城市梦”“中国梦”。城市精神是支配市

民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理导向的精神力量，是一座

城市的灵魂。

推进新型城镇化

要突出“六大关怀”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载体，引导推进中国的新型城

镇化，要突出以下“六大关怀”。

（一）对公共空间的关怀

城区公共空间一旦赋予我们较多的人文情感、人文

关怀，城区将会使每个人感到更美好。

那么，如何解决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缺

失”现象，凸现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呢？学习世界公认的

巴塞罗那公共空间政策，兼顾城区空间布局的全面性和

公平性。巴塞罗那公共空间政策自1981年开始实施起，得

到了历任执政者和规划师的贯彻和延续。30多年的时间，

持续改建和创造了450多个公共空间，这种持续的城区发

展政策，保证了城区始终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二）对公共需求的关怀

可持续的城镇化、现代化，必须以公共需求的满足为

基础。生活环境的需求，《测评体系》有12条网上申报，8

个实地考察，通过街道设施、社区生活环境等公共服务测

评，看满足市民公共需求概况；另外是公共文化的需求，

通过评价文化服务供给，考察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满

足市民需求概况。

（三）对公共道德的关怀

市民群体在城镇公共领域所体现、所展示的文明素

养，构成一个城镇的公共道德。公共道德是市民在城镇公

共领域活动和交往实践中慢慢培育起来的共同具有的文

明素养，是对市民在公共领域交往与活动中所应具有的

素养要求、素养价值观，是一个城镇、一个国家文明程度

的重要标志。

公共道德又是一种良好的道德舆论、道德环境，它对

市民文明素质的渗透力、影响力虽是无形的，但却很关

键。市民为何不敢在发达国家的城镇乱穿马路，在公共场

所吸烟？实际上就是公共道德的要求、舆论压力。

对公共道德的关怀，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培养一个城镇

市民、一个国家公民的公共道德。《测评体系》通过文明行

为、文明交通、友善礼让等测评指标，考察一个城镇市民

在公共领域的道德素质。所以，培育一个城镇、一个国家公

民公共道德的过程，既是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城镇文明程

度的过程，又是提升一个城镇、一个国家竞争软实力的过

程，更是改善一个城镇、一个国家发展的软环境的过程。

（四）对公共服务的关怀

公共服务的能力与水平，既是一个城镇吸引人、凝聚

人，使其成为最适宜居住城镇的关键，又是一个城镇的

城镇化、现代化程度的标志。通过对一个城市38个服务

行业文明诚信服务的测评，能促进城镇的公共服务。

（五）对公共管理的关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

传统的社会管理正由新型的城镇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所

代替。公共管理强调社会的公共事务，通过倡导“公共”

精神，寻求“公共领导”，以更好地实现对城镇公共事业

的公共管理。因此，对公共管理的关怀，体现了多元主体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互动对社会的“善

治”，体现了具有“公共精神”的“公共领导”对城镇公共

事务的“善治”。

所以，测评体系在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和志愿服

务活动中，设置了培育志愿服务文化、社区志愿服务文

化等测评，引导市民参与城镇治理；通过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等，测评一个城镇的公共

管理水平。

（六）对公共安全的关怀

公共安全是政府和百姓都特别关注的重要社会问

题，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

《测评体系》通过公共安全保障、饮用水安全治安管

理等测评指标，走出一条城镇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与公共

安全体系相统一的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与城镇社

区公共安全服务，维护社会治安，维护公共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