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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练巧练““绣花功绣花功”” 管出管出““高颜值高颜值””

□ 谢代文 林冰冰

盛夏时节的湖里，道路两旁绿树

成荫，为行人遮挡着夏日的骄阳；五缘

湾湿地公园水清景美，水鸟在氤氲雾

气中起落飞翔；一片片住宅新区错落

起伏，小区环境干净又整洁；纵横交错

的交通井然有序，人们在斑马线上从

容通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自从

推进精细化城市管理以来，福建厦门

市湖里区处处呈现一派和谐美好的生

活景象。

“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时时处处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

需要为出发点，既坚持‘为了人民管城

市’，为老百姓创造宜居宜业的高颜值

环境，又坚持‘人民城市人民管’，充分

激发群众当好‘城市主人’的积极性、创

造性。”湖里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近日召开“加快

建设高颜值湖里暨深化提升城市综合

管理工作会议”，对标先进，改革创新，

在细节上花“绣花”心思、细微处下“绣

花”功夫、细小处做“绣花”文章，持续

探索精细化管理新路子。

健全“大城管”体系
实施精细化管理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这是新

时代党和国家对全国改革开放排头

兵、创新发展先行者提出的新要求，也

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吹响的以人民为中

心的城市治理“集结号”。湖里区紧跟

时代步伐，直击城市“痛点”，出台了一

揽子方案，全面系统推进城市精细化

管理。

为建立健全高效运行的指挥体

系，湖里区设立“升级版”城管委，由区

主要领导“挂帅”，区城管委牵头抓总，

区城管委办协调督办，部门、街道、管

养企业主办和落实，各部门下属单位、

各社区迅速响应，相关单位工作人员

（执法队员等)、社区网格员参与共管

的“五级”指挥体系，进行“一盘棋”统

筹，努力实现城市管理从“治标”向“治

本”转变。

“搞好城市管理，监督考核是关

键。”在深化提升城市综合管理工作会

议上，湖里区委书记龚建阳一语道出

“城管升级”的要义。除了进行考核内

容量化、建立奖惩机制、人民群众监

督、每月通报考评成绩等一系列“铁

腕”手段，湖里区还按照“人大政协负

责‘促’、纪检效能负责‘查’、区城管委

办负责‘督’、相关职能部门（街道）负

责‘管’、企业管养单位负责‘干’、社会

力量（新闻媒介）负责‘评’”的思路建

立城市管理监督体系，进一步提升城

市综合管理水平。

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浙江考察时指出，让城市更聪明一

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

广阔。作为湖里城市综合治理的大数

据中心，“数字湖里”公共管理集成平

台就像湖里的“城区大脑”，设有

12345便民服务、城市公共安全管理

（公安110非警务）、排水防涝应急指挥

等平台和“门前三包”信息管理系统等

8个平台，实现了“一个平台汇总采集

信息、一个平台查询应用数据、一个平

台监控预警事件、一个平台调度指挥职

能部门、一个平台综合评价运行能力”

的功能。下一步，湖里将在智能派遣、

自动感知、互联互通等方面加力提升。

大数据支撑下的融合平台，让城

区的精细化管理如虎添翼。据湖里区

城管委主任傅芳槐介绍，“数字湖里”

公共管理集成平台已覆盖湖里区所有

城市管理相关单位，并接入了26个市

直相关管理部门、31家联动单位，实

现集中受理、统一指挥、快速处置，从

根本上扭转了部门之间“踢皮球”现

象。自去年4月份正式运行以来，“数

字湖里”已受理派发各类事件122万

余件，市民满意率超过99.9%。

在“大城管”机制引领下，湖里区

还创新推行“路长制”，上千名机关干

部职工沉进社区担当道路“管家”，将

洁净家园、志愿服务等行动常态化，精

雕细琢城市管理细节，形成全覆盖的

城市精细化管理新模式。

2019年12月，厦门市第四季度全

市城市综合管理考评“出榜”，湖里区

以89.10分的总分名列全市各区第一

名。这是湖里区继2019年第一二三

季度全市排名第一之后再次夺魁。综

合2019年全年，湖里区城市综合管理

考评总成绩位列全市榜首。除此之

外，湖里区市政绿化、公园管养成绩始

终名列全市前茅，拆除“两违”荣获全

市“五连冠”等。

推进“岛内大提升”
“绣”出美丽新城区

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

理，目的是为了提升城市“颜值”和品

质。6月23日，厦门市召开加快建设高

颜值厦门大会，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

表示，加快建设高颜值厦门，承载着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市上下将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奋力开启加快建

设高颜值厦门的新征程，努力把总书记

为厦门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使命催人进，奋斗在朝夕。作为

厦门经济特区的发祥地，湖里区成立

于1987年，辖区面积73.77平方公里，

占厦门岛48%，现辖5个街道55个社

区，总人口103.1万人。经过30多年

的不懈奋斗，湖里区从偏居一隅的小

渔村向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中心城

区加速转型发展。

高颜值源自精心规划。今年5月

份，湖里区加速推进“岛内大提升”的

“1+3+8”工作框架，即1个总体方案、

3个推进协调机制、8个专项行动，将

高颜值行动方案中的6项工作任务、

18个专项行动对应落实到“岛内大提

升”8个专项实施方案中，把“高颜值厦

门”和“岛内大提升”两个行动方案有

机融合起来，构建湖里区高颜值现代

化中心城区的建设蓝图。

“最近在随访中，我发现许多道路

和景观设置不尽合理，如区政府南门

道路摆放了不少三角梅花坛，这条路

本来就窄，摆放绿植不仅挤占人行道

空间，而且阻挡南门口车辆出行的视

线，造成诸多不便。”龚建阳在大会上

语重心长地说。他认为，“真心为民，

造福百姓”才是一座城市建设的根本

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一定要精“绘”

市民生活，“绣”出美丽宜居公园城区。

为打造湖里特有的“城市名片”，

提升城区辨识度和美誉度，湖里区政

府还策划出台了一系列方案：提升规

划设计水平，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

大布局，突出城市设计对高颜值城区

建设的引领；加强文物和历史风貌建

筑保护，留住湖里的“根”和“魂”；强化

机制牵引，落实“指挥部、街道吹哨，部

门报到”工作机制，为项目建设提供全

链条、全流程、高水平服务保障；加快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高群众居住质

量；积极开展老旧厂房盘活改造，探索

发展创新创意、影视文化、展览展示等

新兴业态，激发老旧厂房生机活力。

高颜值建设离不开生态建设，这

是城市管理和高颜值建设的底线和基

础。湖里区扎实推进第二轮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全

力推进污水管网建设、入海排污口整

治，确保年底实现“污水零直排”目标；

积极创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开展

空气质量提升、“碧海银滩”整治、“美

丽河湖”建设、“守护净土”等专项行

动，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征迁筑起宜居梦，铺就百姓致富

路。作为厦门市体量最大的城市更新

项目，以及全市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

化国际化城市的重点项目，2018年始，

湖里东部旧村整村改造掀攻坚热潮。

截至目前，湖里19个旧村整村签约、房

屋拆迁签约6平方公里，涉及常住人口

约30万人，其中“村改居”居民2.4万余

人，改造总投资约2200亿元，创下新的

“湖里速度”。不久的将来，厦门之眼、

厦门金融大街、五缘湾西侧环湾、凤头

渔村小镇、湖里体育公园等一批民生福

祉项目将在湖里区遍地开花。

“加快高颜值湖里建设、提升城市

综合管理水平工作意义重大、任务艰

巨。”龚建阳说。当下，湖里全区上下

形成齐抓共建工作大格局，努力做到

组织保障更有力、共建共享更有力、队

伍建设更有力，持续打造湖里“大城

管”深化版，为推动“岛内大提升”、建

设“两高两化”中心城区精准发力，谱

写新时代城市管理新篇章。

福建厦门市湖里区在细节上花“绣花”心思、细微处下“绣花”功夫、细小处做“绣花”文章，
持续探索城市精细化管理新路子

厦门市湖里区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湖里区城管委办公室供图）

河北邢台河北邢台
““口袋公园口袋公园””让市民乐享生活让市民乐享生活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在道

路节点、小区周边、市区街角等地，因地

制宜推进公园、游园建设，见“缝”插绿，

将城市角落打造成市民日常休闲的“口

袋公园”。截至目前，该区共建成公园、

游园36个，为居民提供了健身、休息、游

玩的好去处。图为市民在南和区兴和园

休闲娱乐。 新华社发（张 驰 摄）

□ 邢纪国 马 霞

盛夏时节，走进宁夏吴忠市利通

区朝阳小区，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

水泥路干净整洁，花花草草、大树小

树让小区充满了活力，三三两两的居

民坐在休闲椅上怡然自得地避暑乘

凉。看到如今这么舒适的生活环境，

很难想象以前这个小区的路面曾是

坑坑洼洼、下水不通气味难闻。

近年来，吴忠市住建局抢抓国家

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机遇，大力提升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质量，改善居民居住

条件，切实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方便、更

舒心、更美好。截至目前，吴忠全市累

计完成老旧小区改造398个，共计

477.4万平方米，完成投资5.5亿元，惠

及住户6.2万户。其中，市区完成老旧

小区改造146个，共计237.3万平方米，

完成投资1.2亿元，惠及住户3.9万户。

为切实摸清老旧小区现状，吴忠

市住建局抽调精干力量，成立工作专

班，进行全面核查。2020年，该市聚

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下水不通、路面不

平等基础设施问题，计划改造老旧小

区68个，涉及户数12,412户，概算

投资4.17亿元，其中楼本体改造投资

1.12亿元、配套基础设施投资3.05亿

元，通过改造，切实满足居民安全需

要和基本生活需求。

吴忠市在改造过程中积极开展

“两清两访四公开”活动，做到改造前

问需于民、改造中问计于民、改造后

问效于民。改造前，会同街道办和社

区网格员，通过入户查访、座谈询访，

引导小区居民共同参与改造，积极建

言献策，并对收集后的群众建议进行

数据汇总、量化分析，找准每一个小

区最关键最重要、群众最关心最急迫

解决的问题，切实使“一区一案”改造

方案底数清、分类清。改造中，坚决

做到项目实施方案、投资、进度、验收

“四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后，

积极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确保群众

真正享受老旧小区改造实惠。

针对老旧小区内道路破损、上下

水管网老化、墙面破旧、车辆停放无

序、线路乱搭、无消防通道等问题，吴

忠市重点围绕增设、维修民生基础设

施和配套基础设施等进行整治。拆

除院内各类违章建筑及废弃的库房、

车棚、小杂房等建筑物，畅通消防通

道；院内硬化后，规划新的停车位，新

建智能充电自行车棚，解决老旧小区

停车难及充电安全隐患问题；将现有

的路面、绿化面积重新规划，增加凉

亭、长廊、健身步道等休闲设施，将原

有的废弃门房、库房等建筑物进行改

造，改建成为活动中心等。

改造完成后，引导社区、物业公

司、管线公司在规定区域设置广告

栏、宣传栏，规范张贴内容、张贴位

置，切实杜绝楼道不整洁、乱贴乱画

小广告现象；着力推进综合执法进社

区、进小区，加大对老旧小区乱搭乱

建和违章建筑的执法力度；积极协调

居委会组织对已改造的无业主委员

会、无物业管理老旧小区开展“回头

看”工作，持续巩固老旧小区改造成

果；加强宣传引导力度，积极引导居

民牢固树立“共建、共治、共享”理念，

确保老旧小区常维常新。

两清两访四公开 老旧小区换新颜
宁夏吴忠市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做到改造前问需于民、改造中问计于民、

改造后问效于民，切实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本报讯 近日召开的江苏美丽宜

居城市建设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新闻发布会发布消息称，截至2020年

6月底，全省近年来已改造城镇老旧

小区6274个，惠及234.3万户居民家

庭。江苏省今年还将完成500个老旧

小区改造任务。

据江苏省住建厅负责人介绍，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是针对历史遗留问题

的补短板工程。江苏全省2000年前

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共10,411个，涉

及居民302万户。江苏在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中，围绕破解上下楼难、停车

难、达成共识难等问题，进行了多种探

索。比如，南京市摸索出一套“业主主

导、政府搭台、专业辅导、市场运作”的

有效做法，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老旧

小区已加装投入使用电梯976部。苏

州市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单元、物业管

理单元和社会治理网格单元进行三网

融合，创新红色管家、共享物业等长效

管理模式。宿迁市尝试政府和居民共

同确定改造项目内容，政府兜底负责

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基础问题，居

民共商共同出资改造其他问题。

下一步，江苏各地将积极探索市

场化参与机制，吸引电梯、快递、停车、

物业服务等专业机构和社会资本，共

同参与老旧小区各类服务设施改造、

建设和运营；支持发展养老、托育、家

政等社区服务新业态。同时，江苏还

将吸引金融机构参与。据悉，中国建

设银行江苏省分行未来5年将提供

600亿元建设资金，支持南京和苏州

两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邓华宁）

江苏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6274个
今年还将完成500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沈阳今年已解决约15万个停车泊位
在学校周边增设5000多个临时停车泊位

本报讯 推动路外公共停车设施

建设、分析路内泊位设置情况、完善城

市智慧停车信息平台资源共享……今

年以来，为改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辽

宁沈阳市交管部门全面推进停车位整

合与建设工作，解决约15万个停车泊

位，在学校周边增设超过5000个临时

停车泊位。

在路外公共停车设施建设方面，

沈阳市交管部门积极推动停车楼、地

下停车场、机械式立体停车库等集约

化经营性公共停车场的建设和备

案。今年以来，指导完成备案的停车场

35处，提供停车泊位1.4万个。

在路内泊位设置方面，交管部门

通过定期分析泊位位置、数量等对交

通流的影响，在保证人行道和自行车

道连续性、安全性前提下，今年新增路

内停车泊位2.3万个。

在城市智慧停车信息平台资源共

享方面，交管部门力推城市停车管理

与移动互联网融合发展，共享停车场

库动静态信息，接入经营性公共停车

场及其他有条件接入智慧停车平台的

非经营性停车场。今年以来，共计接

入 343 家，实现资源共享停车泊位

11.1万个。

此外，为进一步缓解学校早晚高

峰时段车辆临时停放这一热点问题，

沈阳市公安局组织各区在112所临时

停车需求较大的学校周边，增设了

5869个临时停车泊位，设置配套标志

364块，并全部在学校复课前完成。

（李 铮 包昱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