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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直属企事业单位，各街道办事处：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全面打造“最干净城

市”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已经 2021 年第 16 次主任办公会议通

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宁波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宁波新材料科技城管委会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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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打造“最干净城市”，不断提升我区城市现代化治理

水平，助推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根据《宁波市全面打造“最

干净城市”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

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

奋力打造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工作要求，坚持把文明城市创建

与城市管理互促共进，突出“三全四化”（全覆盖、全过程、全

天候，法制化、社会化、智慧化、标准化），强化源头管控，坚

持依法治理，优化装备设施，探索数字赋能，倡导绿色和谐，

进一步解决市容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全

力营造干净、整洁、有序、安全、人民满意的宜居环境。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坚持问题导向，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

最迫切、最直接的市容环境问题，全力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

感。

--强化责任落实。牢固树立“管行业必须管环境卫生”的

理念，强化行业管理，压实各行业部门和属地街道责任，推动

工作中心下沉，利用量化考核手段，狠抓工作落实，形成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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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合力共建的长效机制。

--坚持源头管控。推动市容环境从被动治理向主动服务转

变，从末端作业到源头治理转变，提升市容环境卫生治理成效。

--突出数字赋能。借力数字化改革，发挥大数据、云平台、

智能设备等作用，使城市环境治理更加高效。

二、工作目标和实施范围

（一）工作目标

对标对表“重要窗口”模范生，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标

准体系和住建部《城市市容市貌干净整洁有序安全标准（试行）》

等标准规范，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压实主体责任，实行指数测

评，形成制度机制，实现长效管理，到 2021 年底，新明街道、

聚贤街道干净指数测评达“干净街道”等级；2023 年底，梅墟

街道干净指数测评达“干净街道”等级。最终形成可操作、可

复制、可推广的“最干净城市”高新区标准和长效管理体系。

（二）实施范围

梅墟街道、新明街道、聚贤街道范围内。

三、工作举措

（一）开展城市道路洁净行动

1.提高城市道路精细化保洁水平。对照“道路清爽行动”

各项考核标准，推进城市道路和人行道深度保洁，推广机器换

人和人机结合作业模式，探索只能洗扫设备应用场景。落实城

市道路附属公共设施、公益广告载体养护制度。加大各类道路

沿线环境卫生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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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背街小巷环境质量。推进餐饮、生鲜、超市等沿街

商铺上门收集垃圾服务，落实街巷地面定期清洗机制，加强日

常巡查，及时查处损害市容环境卫生的违法行为。

3.提升建筑立面洁净水平。开展商业性建（构）筑物外立

面洁净行动，加强建筑第五立面（屋顶）环境排查，重点解决

屋顶乱堆乱放乱搭、立面不洁破旧等问题，提升立面洁净品质。

深化“线乱拉”治理工作成果，推进老旧小区线缆“上改下”

工作。

4.提升道路秩序环境。规范停车泊位施划，加强共享单车

企业运营管理力度，加大违法停车行为整治，提升各类车辆有

序停放。加大对跨门经营、侵占城市道路、乱张贴、乱张挂、

乱涂写、乱刻画等损害城市道路秩序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维

护干净有序的道路环境。

（二）开展城乡人居环境洁净行动

1.提升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环境。推动区域内公厕、垃

圾归集点等环卫设施改建提升，开展环境盲区清零行动，加强

拆迁地块周边环境整治，加大偷倒、乱倒垃圾行为处罚力度，

提升区域人居环境品质。

2.提升住宅小区环境品质。按照宁波市住宅小区星级物业

服务导则，规范物业工作内容和流程，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力

争通过 3 年时间，实现物业企业实行星级服务全覆盖。规范小

区内建筑（装潢）垃圾归集、收运工作，加强垃圾分类归集点

常态化保洁。落实物业“三联单”制度，做好小区环境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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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推进老旧小区停车位改造。落实“综合执法进社区”工

作，开展“油烟扰民”专项巡查，提升住宅小区居住环境品质。

（三）开展市场商圈洁净行动

1.提高农贸（专业）市场环境卫生水平。深化农贸市场改

造提升三年攻坚行动，巩固提升改造效果，重点改善市场内公

厕环境。建立“管理+执法”联合驻点管理模式，加强市场内外

巡查，规范店招设置，整治乱摆乱堆、占道经营行为。推动商

户自治，规范市场管理，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力争通过 3 年整

治，农贸市场文明指数测评分达到 80 分以上。

2.提升商务区（商业广场）环境品质。深化市级特色商业

街区考评定工作，提升商业广场、商业街区、商务办公区环境，

加强日常经营管理，规范地按照设置，杜绝乱摆乱堆，确保有

序经验，营造干净整洁的办公、消费环境。

（四）开展公共空间洁净行动

1.推进“席地而坐”示范区域创建工作。深化全市“席地

而坐”城市客厅示范区域创建工作，根据示范区域保洁规范标

准执行，确保各示范区域质量，到 2022 年创成 4 个市示范区和

4 个区示范区。

2.提升功能空间环境品质。以公园、绿地绿道、电影院、

学校、医院、交通场站、公共停车场等为重点区域，落实日常

保洁工作机制，完善环境卫生监督管理措施，推动日常精细化、

标准化、营造干净、整洁、有序、和谐的公共环境。

3.全面加强户外广告长效监管。夯实户外广告属地监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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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责任，加强监督检查考核，严厉查处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违法

设置破坏城市环境行为；严格执行审批制度，规范户外广告设

置；开展户外广告集中整治，加大违法户外广告设施拆除力度，

提升市容环境品质，保障公共空间安全。

（五）开展施工工地（闲置地块）洁净行动

1.加强施工工地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巩固全市建筑工程扬

尘综合整治专项行动成果，落实施工工地现场围挡设置要求，

核心区域施工工地必须按标准安装抑尘喷雾设备，工地出入口

必须设置车身冲洗装置，易扬尘建材必须覆盖防尘布。

2.加强各类地块管理。加强拆迁地块、储备地块、待建地

块管理，推动地块综合管理，对拆迁地块实现封闭管理，对长

期未开发地块进行临时绿化，加强巡查监督，杜绝发生违法倾

倒垃圾等问题。

（六）开展河网水域洁净行动

开展城市河网及沿岸环境卫生整治。深化“五水共治”工

作，持续开展美丽河湖创建，落实河长制工作制度，开展河湖

水面常态化巡查，及时清理水面垃圾。整治水环境顽疾，定期

清理打捞影响水环境的水生植物。利用感知设备对排水管网进

行实时监测，及时处置污水外溢等问题。

（七）开展车辆洁净行动

1.着力解决工程作业车辆车容车貌不洁问题。推广使用全

密闭、小型环保渣土车，加强工程车辆、建材运输车辆、环卫

收运车辆等滴漏撒问题执法查处，车辆所有人或使用人及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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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车身。

2.开展“车窗抛物”行为专项整治。制定“车窗抛物”行

为专项整治方案，加大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的整治力度。

（八）开展公厕服务质量大提升行动

加强公厕管理。完善公厕配套设施，提升环卫公厕服务，

核心区域公厕实行 24小时开放，打造一批星级社会公厕示范点，

提升我区公厕保洁质量和服务水平。

四、工作机制

（一）落实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由区综合执法局牵头，

明确各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责任主体，形成监管清单。各行业

主管部门要把责任区制度落实情况纳入行业考核内容。责任区

制度落实情况纳入管委会对各部门和街道年度目标管理考核。

（二）齐抓共管部门联动机制。行业部门要发挥在提升市

容环境卫生品质方面的积极作用，主动对接基层单位、街道社

区，形成条块结合、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共同缔造的工作管

理体系。

（三）管理执法联动机制。由区综合执法局牵头，依托智

慧城管平台，加强市容环境卫生等信息采集，对不文明行为开

展专项执法，推行违法行为追溯机制，及时处置违法行为，提

高非现场执法效率。

（四）指数测评与绩效监督机制。由区文明办、区综合执

法局牵头，联合区级相关部门，以街道为基本测评单位，对照

文明城市创建测评标准，开展干净指数测评和排名，测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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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向社会公布。把“最干净城市”行动纳入文明单位、文明

街道等各类文明创建重要内容，对工作推进不力、措施不具体、

问题不整改的责任部门和单位，视情予以通报。

（五）文明理念宣教与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由区文明办牵

头，加强市民“最干净城市”理念的宣传引导，推进中小学文

明行为习惯宣教。引导各行业积极参与市容环卫标准制定和“最

干净城市”建设。鼓励市民通过“甬城管+”公众号和 APP 对不

文明行为和卫生问题进行“随手拍”爆料，并给予适当奖励。

发挥各类志愿服务组织作用，常态化开展文明志愿活动。

五、进度安排

（一）建立体系、重点突破阶段（2021 年 8 月至 2021 年

12 月）。梳理制定责任区环境卫生标准，建立工作联络机制。重

点解决住宅小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菜市场周边等市容环

境卫生方面的顽疾。

（二）全面推进、总体提升阶段（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在上一年工作的基础上，形成常态化标准规范，各类市

容环境卫生顽疾基本消除，市容环境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三）巩固成果、建立长效阶段（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对各专项行动成果进行总结，形成一套“最干净城市”

常态化管理标准体系。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保障。将打造“最干净城市”相关工作全

面纳入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建设重要内容，建立工作联络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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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机制，各街道、区级有关部门指定专人落实相关数据报送、

问题整改反馈等工作。建立区、街道领导定期联合督查机制，

及时发现并解决市容环境卫生问题。

（二）加强经费保障。区、街道财政要按照事权和支出责

任，全力支持“最干净城市”行动，保障落实市容环卫养护经

费、设备经费，增加必要的装备投入，不断提高环卫保洁作业

效率。支持干净指数测评工作，修订完善相关奖补办法。

（三）加强文化宣传。加强“最干净城市”宣传力度，充

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短视频等媒体，开展文明行为宣导，

加大环境卫生公告监管，宣传展示专项行动成效，发动市民支

持和参与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附件：三年行动计划各部门具体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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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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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行动

牵头部门 主要任务 具体任务和目标

城市

道路

洁净

行动

综合行政执法局

道路清爽行动

加强道路常态化巡检，严格落实考核标准。

提高主干道及以上道路污染清除车使用频率。推广使用智能洗扫一体机。

加强人行道深度保洁工作，扩大手推式洗扫机使用。沿街绿化带常态化保洁。

提升道路秩序环境

提升道路秩序环境。规范停车泊位施划，增强共享单车企业运营管理力度，加大违法停车行为整治，提升各

类车辆城市道路有序停放。加强对跨门经营、侵占城市道路、乱张贴、乱张挂、乱涂写、乱刻画等损害城市

道路市容秩序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维护干净有序的道路环境。

背街小巷专项整治 推广人机结合作业模式，搭建全天候视频监督平台，定期进行深度清洗。

沿街商铺源头管控

针对餐饮、生鲜水果、修车洗车等店铺做好常态化执法巡查，对跨门营业、占道经营、乱丢垃圾、乱张贴等

行为及时查处。

推广沿街商铺上门收集垃圾服务，逐步提高上门收集覆盖面。

提升建筑立面洁净水平

由建设局、经发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合力梳理城市核心商圈商业建筑信息，明确商业性建筑物责任主

体，落实外立面定期清洗、及时整修工作。

由各街道合力开展建筑第五立面环境情况排查，重点解决屋顶乱堆放、乱搭建问题。

由综合行政执法局、建设局联系电力、通信等部门合力做好线缆“上改下”、“线乱拉”治理工作。

综合行政执法局 道路沿线环境整治 按照职责范围加强道路沿线区域环境卫生监督。

各类设施所属部门 城市公共设施洁净行动
落实专人做好公交站牌（站棚）、各类公益广告载体（宣传窗、文明守礼牌、道旗、横幅等）、交通隔离栏、

路牌、公用电话亭（综合信息亭）、岗亭（公安、城管）、各类通信（电力）箱体等城市家具定期清洗和养护。

城乡

人居

环境

各街道
城乡结合部（城中村）

环境提升

梳理责任区域边界，明确管理盲区的职责主体，形成责任主体监督清单。

定期开展环境卫生专项巡查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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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

行动
开展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公厕周边环境整治工作。

推广密闭式垃圾箱使用，及时清洁箱体污渍。

综合行政执法局 集中整治乱停车问题，定期开展乱停车专项巡查整治。

建设局

物业服务大提升
严格落实宁波市住宅小区星级物业服务导则，规范物业工作内容和流程，要求物业企业每季度公布服务情况，

物业星级服务实行率逐年提升，实现物业企业实行星级服务标准全覆盖。

最干净小区建设 制定“最干净小区”考评工作方案，开展“最干净小区”建设工作。

小区环境脏乱差整治

做好垃圾归集点（收集点）保洁，明确点位保洁人员，确保点位及周边干净整洁。

建立落实楼道“牛皮癣”常态化检查劝导制度，对清理屋顶、楼道乱堆乱放、乱张贴（涂写）行为，落实及

时发现、劝阻和报告等职责。

建立落实绿化养护管理制度。

推进老旧小区停车位改造工程，劝导小区乱停车行为。

综合行政执法局
油烟扰民顽疾整治 开展“油烟扰民”专项巡查，及时查处乱排油烟行为。

小区环境脏乱差整治 探索建筑（装潢）垃圾规范化收运处置。

市场

商圈

洁净

行动

市场监管局分局

农贸市场环境

卫生提升

梳理辖区农贸市场清单，明确环境卫生责任单位和责任范围。

建立“管理+执法”联合驻点管理模式，及时处置乱停车、乱设摊、乱占道、乱晾晒等行为。

推行商户文明自治，整治乱摆乱堆，规范店招设置。

加强农贸市场内及周边日常保洁力度，做好菜场内垃圾分类工作，逐年提高农贸市场公共厕所保洁质量。

农贸市场文明指数测评逐年提高，力争通过三年时间半数以上达 80 分。

开展“最干净菜场”创建活动。

专业市场环境卫生提升

梳理辖区专业市场清单，明确环境卫生责任单位和责任范围。

建立推行市场内商户包干区制度。

定期开展市场环境专项整治。

经发局
商业广场（商业街）环境

品质提升

商业步行街、地下停车场动态保洁机制，加强日常保洁巡查，及时清理暴露垃圾堆、地面污渍。推行商户包

干区制度，加强商户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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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空间

洁净

行动

综合行政执法局

席地而坐示范区创建 深化全市“席地而坐”城市客厅示范区域创建工作，2022 年创成 4 个市示范区和 4 个区示范区。

公园、绿地、公共广场洁净

行动

梳理明确公园、绿地、公共广场责任主体，落实保洁责任人。

建立健全环境卫生保洁专项工作制度，落实专人做好区域内保洁工作，建立保洁作业标准化流程，提升日常

保洁巡查频率。

建立环境卫生监管机制，加强日常环境卫生监督。

开展“最干净公园”创建活动。

户外广告长效监管

加强监督检查考核与挂牌督办，严厉查处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违法设置破坏城市环境行为；严格执行审批制度，

规范户外广告设置；按照省、市部署，开展户外广告设置集中整治，有力维护我市市容环境品质和公共空间

安全。

桥下空间卫生管理

明确桥下各类活动空间责任主体，落实保洁责任人。

加强日常保洁巡查，及时清理暴露垃圾。

搭建全天候视频监管平台，加强日常环境卫生监督。

机关综合服务中心 机关事业单位环境大提升
加强管委会行政中心环境大提升，加强行政中心及集中办公区域、下属（企）事业单位环境卫生及厕所保洁

力度，定期整治卫生死角。

集团公司 国有企业环境大提升 加强指导督促下属各国有企业环境卫生工作，定期整治卫生死角。

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局） 交通场站环境大提升 加强督促公交首末站等环境保洁，重点确保厕所干净整洁。

教育文体局

教育场所环境大提升 加强各类学校、教育机构环境卫生保洁，提高学校内部厕所保洁质量。

文化场所环境大提升 加强各类文化场所的环境卫生和厕所保洁工作。

公共体育场（馆）环境大

提升
加强公共体育场（馆）环境保洁和厕所保洁工作。

社管局 医院环境卫生大提升 指导推动各级医院（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市容环境保洁工作，努力打造干净、整洁、有序、安全的医疗环境。

经发局 银行窗口环境大提升 加强银行大堂、窗口环境保洁工作。

行政服务中心 行政服务窗口环境大提升 加强行政服务窗口环境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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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

工地

（闲

置地

块）

洁净

行动

建设局 施工工地现场环境卫生提升

深化落实宁波市建筑工程扬尘综合整治专项行动，严格落实施工工地围挡设置要求。

核心区域施工工地必须按标准安装抑尘喷雾，工地出入口必须设置车身冲洗装置，易扬尘建材必须覆盖防尘

布。

施工场地内做到有统一的垃圾归集点、有统一的施工材料摆放点。

自然资源规划分局、综合行政

执法局、各街道
加强各类地块管理

认真梳理拆迁地块、入库储备地块、出库供应后待建地块责任主体、管理职责，落实日常管理责任。

推广地块美化，杜绝偷倒垃圾情况发生。

河网

水域

洁净

行动

综合行政执法局 河网环境卫生整治

及时清理水面垃圾。

定期关注河道等水域内水生植物顽疾，清理打捞影响水环境的植物。

利用智能感知设备，及时处置排水管网污水外溢问题。

车辆

洁净

行动

综合行政执法局
建筑渣土收运车辆车容车貌

整治

推广使用全密闭、小型环保渣土车使用。

建立落实工程车辆清洗制度。

加强车辆滴漏撒问题的查处。

综合行政执法局 工程车辆车容车貌整治 指导工程车辆相关的运输企业做好车容车貌洁净工作。

公安局分局 “车窗抛物行为”专项整治 推进“车窗抛物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结合实际制定“车窗抛物”查处方案，探索制定具体处罚方式。

公厕

服务

质量

大提

升行

动

综合行政执法局 公厕服务大提升

做好环卫公厕常态化养护工作，做到公厕内灯亮、地干、无异味，厕具干净、纸篓无满溢。

核心区域公厕实行 24 小时开放。打造一批星级社会公厕。

升级公厕配套设施，选用节水型厕位冲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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