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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诸多方面，因此，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之有效的体制

机制是文明城市建设工作持续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当

前，全区在文明城市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突击迎检的问

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体制机制及各项保障制度尚未建

立。

一是缺乏相关法律制度保障，法制化程度低。许多

城市尚未依据文明城市创建标准，将当前存在较为突出

的不文明现象纳入地方性法规，对不规范养犬、电动车

乱摆乱放、不礼让斑马线等不文明行为的约束力有限。

一些城市虽制定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相关的地方

性 法 规 ， 但 由 于 执 法 主 体 责 任 不 清 、 宣 传 不 到 位 等 原

因，实施效果有待提升。

二是干部激励机制不到位。文明城市建设涉及范围

广、事务多，由于缺少相关的奖励与激励措施，导致一

些干部管理压力大，责任意识不强，执行力弱，对做好

文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不高。对于一些已经取得创城佳

绩的城市，也因缺乏奖励依据，并未将创城工作取得的

成效与干部职工的绩效考核、推荐先进、职务晋升等实

际利益挂钩。长期来看，不利于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和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的常态化运行。

三是上下联动机制不健全。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的各

方主体之间统筹协调不到位，牵头部门在工作分配中对

各部门的协调配合考虑不足，部分领导干部对所属领域

的创建工作不熟悉，在缺乏统筹调度指挥的情况下，主

要靠部门自行组织落实，导致文明城市建设工作推进迟

滞。

四是组织体系不健全，缺乏持续性的资金保障。精

神文明创建中心作为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机构，在统筹

协调、工作落实、评价指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

而多数城市仅通过借调或身兼数职等方式建立文明城市

工作领导小组，未成立有正式职级的机构，导致工作队

伍缺乏专业性和延续性，人员力量和工作任务不相匹配

的问题较为突出。

另外，建设文明城市是一个动态的持续性工作，需

投入大量的资金，一些经济基础较差的盟市或旗县对于

文明城市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不足，亟需从财政统筹中

给予大力支持。

（三）城市管理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基层治理能

力有待加强

文明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有着相辅相成、荣辱与共

的密切关系。当前，部分城市管理理念与先进地区还存

在一定差距，精细化管理不到位，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有

待加强。

一 方 面 ， 城 市 管 理 理 念 无 法 满 足 文 明 城 市 建 设 需

要。文明城市建设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推动，主动谋划、

创新的思路较少，没有深入且全面了解群众所期待解决

的问题，管理的精细化精准化不足。

另一方面，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有待提高。治

理体系的完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许多地区

文明城市建设存在多元主体缺位的情况，除政府外，各

类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小区场站等基层单位治理作用

发挥不明显，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较差，群众自

治的积极性和参与感不强。对于背街小巷、交通秩序、

农贸市场等问题治理手段单一，导致需要整改的问题反

复反弹，不善于运用大数据赋能城市治理过程，城市治

理现代化、科学化水平有待提高。

进一步提升内蒙古文明城市建设成效的路径

（一）坚持党建引领，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创城的内

生动力

文明城市建设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自上而下

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调度，必须由党委主抓、亲自

抓。因此，党建引领是创城工作取得成效的必要前提。鄂尔多斯市高楼林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