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浙扇窗·文明范

8、92020.11.26 星期四 责任编辑：胡芸/版面设计：王磊/责任检校：朱少川

有没有“礼”
衢州试水量化

四个多月前，“有礼指数”还是一个新鲜

词；但现在，它已经和衢州人的生活密切相

关。

今年7月，衢州“有礼指数”测评体系出

炉，这是全国首个将“有礼”量化标准化的地

级市。

有没有礼，还可以量化？一开始，这也

让很多人感到新鲜。

“确实，如何标准地量化，我们讨论了很

久，这也是最难的一部分。”回忆“有礼指数”

的出炉，参与测评体系设计的衢州市文明办

相关人士这样坦言。

测评体系包括思想基础、有礼品牌、有

礼秩序、有礼环境等 8 个方面，共有 49 项测

评内容、125 条测评标准，此外还有 18 条负

面清单。

据介绍，“有礼指数”主要用于评价各地

各部门的文明有礼总体状况，综合体现各地

文化底蕴、文明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等

情况，每季度测评一次，由衢州市文明委牵

头，对市级部门和县（市、区）进行测评。

这些量化的指标，主要是和人的文明行

为有关：比如烟蒂不乱扔、不乱吐痰、垃圾不

落地、公筷公勺推广使用情况等具体细节。

也就是说，你在生活中的一个小小不文明举

动，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个县（市、区）的有礼

指数打分情况。

“如果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室内

有吸烟现象，或者地上有烟头，发现1处就扣

1分。”衢州市文明办负责人说，“它的内容也

是在不断完善中，例如光盘行动，也是后来

才加入测评体系中的。”

不打招呼的暗访
还要签保密协议

“‘有礼指数’”的测评是极其严肃的。”一

名参与过暗访的干部告诉记者，他抽签抽到

检查某个县城，是出发前才知道的，“去哪里

暗访，可能是公园，小区或者医院等。”

在暗访前，每位参与者还会进行一次培

训，并签订一份保密协议。“暗访的人也是不

固定的，谁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选中。”该

干部介绍，参与暗访的有可能是本地高校的

大学生，也有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请来，“大家

去暗访的单位，会仔细检查地上有没有烟蒂，

有没有人乱吐痰等。”

暗访测评结束前，测评人员还要对扣分

点进行定位拍照留存，做到点位正确、扣分有

依据。

“有人也会来说情，来打探消息。我们回

复他们，不知道，也确实是不知道的。”衢州市

文明办有关人士说。据了解，“有礼指数”的

测评是由国家统计局衢州调查队负责实施，

同样确保了结果的公平公正。

“实地测评以暗访为主，坚持直击现场、

直面问题、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

要陪同、不干扰基层工作、不增加基层负担，

保证测评结果公平公正。”国家统计局衢州调

查队副队长黄国忠这样介绍。

常态化抓“有礼”
在落地落实上下工夫

“测评的结果会在网上、报纸上发布，这让我们感到

压力很大。”衢州当地一些干部这样坦言，“但是，这样的

效果很好，不仅发现了问题，还能帮助我们更有针对性

地整改。”

自从 7 月推出以来，衢州先后暗访测评“有礼指数”

核心指标 12 次，县（市、区）和部门开展“有礼指数”全指

标测评各1次。

11月2日，第二次测评结果公布，43家单位，包括银

行、医院、气象局、海关等，测评总分 100 分，均为实地测

评，平均分89.9分，其中最高分96分，最低分80分，相差

16分。

“失分最多的单位为台州银行衢州分行，主要是单

位内公共场所、门前左右 100 米范围内发现乱扔烟头现

象较多。”参与测评的人员介绍，像有的部门办公室未设

禁烟标识，大厅会议室烟灰缸随处可见，食堂未设置倡

导使用公筷公勺相关公益广告等都是扣分项。

“找出问题不是目的，我们会给问题多的单位一些

整改的意见和建议。”衢州市文明办有关人士说，测评成

绩纳入意识形态考核，对“有礼”建设推进有力的县（市、

区）和部门予以表彰激励，授予荣誉称号，对年度累计三

次黄榜的县（市、区）和部门给予追责处理。

“我们认为抓‘有礼’要像抓经济、抓平安、抓生态、

抓民生一样，成为一项常态长效的工作。”衢州市委宣传

部一位负责人这样说。

一名长期从事社会治理的专家这样点评：“有礼指

数”突显了真抓实干的决心，把小切口、具体化、可操作

作为重要考量，真正做到落地落实。

文明行为立法
为“有礼”撑腰

早在“有礼指数”推出之前，衢州就为“礼”先立了一部

“法”。

今年 5 月，《衢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出台。册子虽

薄，但重点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公共场所文明、交通文

明、社区文明、乡村文明、家庭文明、饲养宠物文明等 12 类

行为进行了规范。

衢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主任周宏波介绍，2019

年4月，文明行为立法正式启动，历经30多次征求意见、20

多次座谈会、7次专家论证，修改《条例（草案）》62稿。最后

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全

票表决通过，并于今年5月22日生效。

记者发现，《条例》对上位法没有明确设定罚则或者处

罚不够明确的不文明行为补充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例

如赤膊、广场舞扰民、违规吸烟、机动车溅水、不文明通行、

高空抛物、装修噪音等，并创设性地设置了社会服务从轻减

轻处罚的柔性条款。

这个《条例》独创了多项内容，例如确定每年 9 月 28 日

所在周为“衢州有礼周”，规定餐饮服务机构应当配备公筷

公勺或者提供分餐服务等。

“处罚不是最终目的，而是管理的必要手段，通过强制

性的教育和惩罚，让人引以为戒。”周宏波表示，“每个人的

文明提升了，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有礼指数’自然也就提

高了。”

“有礼指数”和《衢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融合，以

法固礼、以法倡礼、法礼共治，成为衢州的创举。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有礼’来提升衢州人民的思想认

同、情感认同，让‘有礼’引领精神文明建设，成为衢州的个

性标识，成为彰显衢州城市魅力、提升区域软实力和竞争力

重要载体，为推动衢州大发展、快发展、高质量发展凝聚起

磅礴的精神文化力量。”上述负责人这样表示。

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衢州的梦想正在照进现实。

“我们虽然感觉压力很大，但是动力却很足。”一位衢州干部拿着一份写着“有礼指数”的测评表对记者坦言。

11月初，在当地“衢州有礼”公众号上，公布了一份名单：这是“有礼指数”的测评分数，在几十家单位里，排名最后的

是台州银行衢州分行。

“我们都是暗访，从不打招呼。”牵头这项工作的衢州市文明委有关负责人说。在衢州，它像经济指标、生态指标一

样，被列入官员的考核中。

衢州是全国第一个把“有礼”量化的城市，在实行四个多月来，这里经历了什么？对于刚刚被授予“全国文明城市”荣

誉称号的衢州来说，这个指数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本报记者 史春波本报记者 史春波

在衢州高铁站下车，有工作人员指引

旅客出站，他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四

个字：“衢州有礼”。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走在衢州的

大街小巷，这句话，会非常高频率进入眼

帘。

这已经是衢州的一个标识，一个响亮

的城市品牌。

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这几个字，渗透

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乃至成为生活在

此的人的一种行为自觉。

“文明城市有一个，一定是衢州；文明

城市少一个，一定不是衢州”。衢州有这

样的底气和自信。

“一定是衢州”的背后，有着衢州和其

他很多城市共通的努力和付出。

从硬件建设到公共设施，从人居环境

到道路交通，从志愿服务到有礼行为，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进程中，衢州的环境

变得越来越美，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人的

素质越来越高。

但我们想探寻的还是衢州的独特之

美——一本薄薄的册子，为礼立法；一张

测评表，让礼治融入人的生活。

在孔家南迁近千年后的今天，在衢

州，法和礼、人和城，共同经营构筑着一种

文明、美丽、有温度的新生活。

这个原来的江南传统小城，正在迎来

亘古未有之变局——打造一座最有礼的

城市。

衢州的雄心和梦想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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