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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水清路净村美
——安徽萧县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

厦门湖里区:
“路长”担当“美颜师”精雕城区细节美

郭筱淳 叶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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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

近年来，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在“大

城管”机制引领下，创新推行“路长

制”，上千名机关干部职工担当道路

“管家”，精雕细琢城市管理细节，实

现了文明创建与城市综合管理工作

的相融相促。

机制引领
“路长”走街串巷 立诊

立改城区管理难题

“有什么情况就及时跟我们沟

通，区街两级将形成联动，确保施

工如期进行。”每逢周三下午，湖

里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都会戴上

小红帽，开启这周的“路长制”调

研检查。当一行人来到江头街道辖

区内的“八山两水”健康步道工程

节点，发现这里的施工遇到了瓶

颈。于是，“路长”们现场协调、提

出方案。

紧接着，“路长”们马不停蹄

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路过南山

路，仔细检查街道两侧的立面与

门前三包；深入正在华丽变身的

老旧小区——盐业小区，“路长”

们与小区党支部书记聊起家常、

问计问需；拐进五缘湾湿地公园，

“路长”们放慢脚步，紧盯着道路

与绿化带，看到烟头、果皮等垃圾

就弯腰捡起……

用脚步丈量城区、用眼睛发现

问题、用行动解决难题——在湖里

推行了两年的“路长制”并没有秘

诀，就在于一个“走”字。两年前，

在“大城管”机制的引领下，湖里

区全面推行“路长制”，上千名机

关党员干部职工于每周三下午下

沉至社区、小区，担当起道路“管

家”。在“社区+路长+路巡员+楼

(梯)长”的四级责任体系下，“路长”

们不仅紧盯主干道，也要照顾背街

小巷，在进行文明督导、开展志愿

服务的同时，也要随时随地发现、

解决环卫保洁、垃圾分类、占道经

营等各类城市管理问题。

一名处级干部带队，由 8-10

名“路长”组成监督小组，轮班开

展常态化洁净家园健步行——如

今，湖里区又加码加压，在每周三

下午开展路巡的基础上，安排周

末以及每天晚上轮班开展常态化

洁净家园健步行。在更广阔的空

间和时间里，“路长”们正发挥更

大的作用。

长效管理
“路巡员”24小时轮班

为城区环境“保鲜”

路巡中发现了城市管理问题，“路

长”们会怎么做？在禾山街道五缘湾北

社区，他们与市行政执法局、湖里区行

政执法局禾山中队、五缘湾中队、禾山

交警中队等共建单位开展联合整治，

对占道跨店、非机动车乱停放等现象

集中整改。这期间，社区的“路巡员”

们每天都要对责任路段进行两轮以上

的巡检，并及时反馈情况。

“路长制”为解决城市管理实际

问题而生，核心就是“包干到人”的

责任制。湖里区为四级责任体系下

的“路长”们专门制作了涵盖工作流

程、问题登记、值班登记等方面的

“两图三表”，让每一位“路长”的工

作都有迹可循。

同时，面对“路长制”的高标准、

高要求，各单位之间的有效联动就

显得尤为重要。在湖里，每个社区的

“路巡员”们都开足马力，对包干社

区内的道路进行全天候巡查，及时

督导不文明行为，及时发现和协调

解决城管具体问题；如果需要现场

执法，他们就会立即通报各街道的

执法中队，及时介入。

这个过程中，湖里区还创新实

施区行政执法中队派驻街道的改

革，将现有 5 个执法中队的行政执

法重心下移、执法力量整合，促进城

管执法扁平化、高效化；城管“错时

上班”制度也应运而生，实现了“7×

24小时”的轮班制，这意味着每时每

刻都有“路巡员”在路上，全天候为

城区环境“保鲜”。

“路长”“路巡员”干得好不好，

谁来评价监管？湖里区建立了日常

暗访督查、周例会点评、月通报以及

季考评等一整套的机制进行监督，

考评结果将纳入综合效能考核，作

为评先评优、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

不重视、不负责、不作为的单位和个

人将被严肃追责问责。

智能升级
创新搭建数字城管 让

“绣花”事半功倍

“以前经常要查找资料核实信

息，现在只需要用手机‘扫一扫’，就

能实时监督了。”在湖里街道南山

路，一名“路巡员”正拿着手机，扫描

店家门口“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责

任牌”上的二维码，店名、地址、经营

类别、考评成绩等信息一览无余，让

巡查更加有的放矢。

从“查看笔记”到“手机扫码”，

“路长”们工作方式的转变，正是湖

里区“路长制”借助“互联网+”的翅

膀，实现智能化升级的缩影。

据了解，2018年以来，通过整合

原区数字城管、“12345”便民服务、公

共安全管理三大平台，湖里区正创新

打造开放式“数字湖里”公共管理集成

平台和涵盖市政、执法、交通、环卫、

绿化等领域的湖里城管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将全天候、全方位受理

和即时处置城市管理各类问题，构建

监测预警、分析研判、责任分解、信

息发布、引导管控、落实反馈全流程

闭环管理，促进城区事件快速发现、

集中受理、统一派遣、高效调度。

很快，新打造的“数字湖里”平

台就将与市民见面了。届时，居民们

只需要打开手机 App，就能随时反

映在路面上发现的问题，将相关信

息告知对应的区域负责人。“到那

时，人人都是‘路长’，人人都能为城

区提升贡献力量。”湖里区城管委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近年来，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采取“农业+生态+旅游”等模式，

因 地 制 宜 地 发 展 农 产 品 精 深 加

工、都市休闲农业和循环农业，打

造了一批优质农产品品牌及乡村

旅游休闲目的地。多姿多彩的旌

阳农业不仅扮靓了乡村，还拓宽

了农民增收致富渠道。2018 年，旌

阳 区 乡 村 旅 游 实 现 综 合 性 收 入

30.78 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18524 元。图为旌阳区孝泉镇高

桥村村民在羊肚菌种植基地内采

摘羊肚菌。

游青 陈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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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多

管齐下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通过建立示范引领、全民参

与、长效管理等机制，加快补齐农

村人居环境短板，天蓝水清路净

村美的美好乡村宜居新画卷正徐

徐展开。

“咱们村现在变化可大了，比

城里头还好看。”萧县新庄镇张庄

村村民李令佰说，过去村里唯一

一条主干道是坑坑洼洼的土路，

勉强能过一辆三轮车；村口的水

塘漂的都是垃圾，一到夏天就散

发臭味。如今，穿过张庄村的门

头，沿着一条宽阔的村道走到张

庄村中心广场，晴空万里，桃红柳

绿，令人赏心悦目。

这 一 切 得 益 于 萧 县 自 2018

年 4 月启动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程。

在萧县，2018 年以前，包括张

庄村在内的很多村庄还是“垃圾靠

风刮、污水靠蒸发、处处脏乱差”的

局面，经年累月的生活垃圾甚至围

住了村子。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萧县建

立“县级统筹、乡镇落实、村级实

施”的工作机制，在各村开展“三清

四拆”（清生产生活垃圾，清污染汪

塘，清除乱堆乱放；拆破危建筑，拆

圈舍，拆旱厕，拆违章搭建）专项行

动，确保村庄环境整治不留死角。

“三清四拆”让张庄村实现了

蝶变。为方便垃圾收储清运，村里

配置了垃圾桶，生活垃圾及时清

扫、收集、分类，日产日清。全面整

治疏浚河沟渠塘，实现水体清澈、

及时护坡。已完成改厕 389 户，全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80%以上。

此外，还投资 100 多万元铺设了

2990米雨污管网，新建了1座污水

处理站，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80%

以上。

如今的张庄村是安徽省级美

丽乡村示范村。在萧县，和张庄村

同步实现蝶变的还有 40余个美丽

乡村中心村。

群众参与是环境整治长效管

理的关键力量。萧县发挥村级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动员全体村民开

展义务劳动，清洁村庄环境。

在龙城镇王典村，包括党员干

部在内，300 多名村民一起，清运

了门前屋后的垃圾，疏通了被垃圾

淤泥堵塞的河道。经过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后，王典村的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依托果树、林下经济、水塘养

殖等产业发展，王典村正在打造春

赏花、夏享荫、秋观果、冬闻香的园

林湖景生态观光旅游区。

农村人居环境“三分在建，七

分靠管”，萧县积极探索建立长效

机制，引导多方参与。目前，萧县

200 余名环境督察员上岗，对村庄

环境、面源污染、农户“五净一规

范”等内容进行全方位监督，确保

村庄常年保持干净、整洁、有序。

（新华社 吴慧珺）

本报讯（吴文）近日，在宁夏吴

忠市利通区郭家桥乡刘家湾村二

组，村民马正芳指着卫生间内的抽

水马桶说：“以前，家家户户都是旱

厕，夏天引蚊虫，卫生还差。如今，

改成水冲式厕所后，方便多了。”

马正芳是农村厕改的受益者。

该乡农村户厕所改造以室内水冲

式为主，采用“一体化微动力净化

槽”技术模式进行生活污水处理，

处理完的水，水质能达到《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B

标准，可作为绿化、灌溉用水，深受

村民欢迎。

过去，吴忠市农村厕所普遍以

旱厕为主，多用砖或石棉瓦简单搭

建而成，这些简易茅厕又脏又臭，

夏天污水横流，蚊蝇成群，严重影

响着群众的生活质量。为全面贯彻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打造美丽宜

居乡村，吴忠市正全力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厕改是其中一项

重要工作。

目前，吴忠市农村常住总户数

约 24 万户，已厕改总户数 61359

户，其中改成卫生旱厕25977户、改

成无害化卫生厕所 35382 户；已建

成乡村公共厕所 379座，其中无害

化卫生厕所128座。今年，吴忠市还

将重点改造农户卫生厕所4万座，

建设农村公共厕所 110座，建设畜

禽粪污处理站10座，争取年底川区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55%左右，

室内水冲式厕所改造和使用率分别

达到25%、95%；山区农村卫生厕所

普及率达到40%左右。

本报讯（广文）近

日，由广东省佛山市禅

城区委宣传部、区文明

办制作的H5《禅城此处

最“乡思”》正式发布，以

接地气的形式展示禅城

美 丽 文 明 村 居 建 设 成

果。该H5在各大新媒体

平台播出后，获得广泛

好评，网友们纷纷转发

至朋友圈。

古树耸立、绿云滴

翠、锣鼓喧天、龙狮腾

跃……打开 H5，穿着红

衣服的卡通小男孩手举

狮子头，一摇一摆穿梭

于禅城 20 个美丽文明

村居，颜色鲜艳的创意

彩绘让人耳目一新。只

见在“上善湖涌”，小桥

流水跃然眼前；在“乐融

番村”，欢腾的锣鼓声响

彻耳际；在“通济永红”，

以村史馆为阵地传承和

弘扬通济精神；在“粤剧

下朗”，悠扬的粤曲娓娓

传出……此外，H5 还配

上实景照片，让网友更

加直观地感受禅城美丽

文 明 村 居 的 韵 味 和 意

境，体味乡愁。

据 悉 ，从 2017 年

起，佛山市禅城区以建

设 20 个美丽文明村居示范点为抓

手，围绕“环境美、风尚美、人文美、

服务优”的总体目标，以规划引领、

文明支撑、文化为魂，着力打造“一村

一品一特色”，扎实培育乡风文明。两

年来，区、镇(街)、村三级投入约 2亿

元，重点建设200多个项目，并取得了

树立特色品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村民文明素质等显著成效。

近日，中共巴中

市 委 召 开 全 市 教 育

大会，市委书记罗增

斌要求：“认真落实

健康第一教育理念，

把 体 质 健 康 和 运 动

技 能 作 为 学 生 综 合

素 质 评 价 的 重 要 标

准，增强体育设施供

给，广泛开展普及性

体育教育，让学生在

体 育 锻 炼 中 享 受 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

人格、锻炼意志”，力

求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体者，载

知 识 之 车 而 寓 道 德

之舍也”。体质不强，

谈何栋梁！教育主管

部 门 尤 其 是 学 校 应

该 把 体 育 工 作 当 成

大 事 来 抓 、实 事 来

办、好事来做。

能人主管。体育

事 关 学 生 身 心 健 康

和持续发展，事关学

校 师 生 员 工 的 精 神

面貌和生活状态，事

关 学 校 文 明 校 风 和

社会形象，应该选派

政治过硬、作风优良，有事业心、有责

任感、有组织能力、有体育情怀的学

校班子成员主管此项工作。学校党政

一把手理当在人员安排、经费投入、

设施保障等方面，为学校体育工作的

开展创造良好条件。同时，充分发挥

学校党组织、团组织、少先队、学生会

的作用，为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提供

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有条件的学校可

成立体育教研组，加强对体育工作的

研究和协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

该千方百计配齐配强学校体育教师，

鼓励、支持他们发挥体育专长，坚守

教育阵地，执着教书育人。同时，把体

育教师组织开展课外体育活动、课余

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计入教学工作

量，对优秀体育教师在职务晋升、职

称评聘、评优选先等方面予以激励。

教育主管部门还应当把体育工作纳

入对学校目标和绩效考核的重要内

容，加强工作督导，定期开展学生体

质健康监测评价，以强有力的目标管

理推进学校体育工作健康持续发展。

教师主责。体育教师是推进学校

体育工作健康发展的生力军。体育教

师的工作姿态事关学校体育工作的

发展状态。体育教师既应该热爱体育

事业，又应该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

文化素养。在工作中,认真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遵循体育教学方法和规

律，严格执行教学计划，按照教学常

规，组织体育教学。尤其应加强师德

修养，以关心、爱护、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为己任，着力培养学生刻苦锻炼的

意志和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通过体

育教学和体育活动培养学生健全人

格、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在教学中，坚

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体育锻炼与安

全卫生相结合，力求做到热爱学生、

尊重学生，既管教，又重育，把学生身

体的发展放在第一位。认真组织好早

操、课间操等阳光体育活动和课外体

育活动，组织开展好各年级、各班级

体育竞赛活动，着力加强对学生体育

兴趣和运动习惯的养成教育。同时，

配合学校工会，组织开展好教职工体

育活动和体育比赛。一方面活跃教职

工生活、增强教职工体质，另一方面

为学生树立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坚持

体育锻炼的榜样。

学生主体。学校体育工作应该坚

持以学生为主体，体育课程的设置、

体育活动的安排都应该充分体现学

生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学校

特别是共青团组织、少先队组织和班

主任、体育教师应该教育、引导学生

积极参加阳光体育运动和体育“达标

争优”活动，力求做到每天锻炼一小

时，掌握至少 2 项日常锻炼的体育技

能，努力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并在体育活动中练就勇敢顽强的性

格、超越自我的品格、迎接挑战的意

志、承担风险的勇气，培养竞争意识、

协作意识 、公平观念和集体主义精

神，让体力、智力、耐力、心理承受能

力得到锻炼和提升。

活动主导。学校应该以学年或学

期为节点、以年级或班级为单位，有

计划、有目的地设计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参与性强的课外体育活动和体

育竞赛活动，不断丰富学生课外体育

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力求天天有体育

运动、周周有体育活动、月月有体育

比赛、期期有体育运动会、年年有体

育新发展。学校特别是体育教研组和

体育教师应该会同学校共青团和少

先队组织分年级、分班级地开展学生

能够参与 、喜欢参与的体育课外活

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享受运动的快

乐、养成运动的习惯、提升运动的技

能，为幸福生活一辈子打下坚实的体

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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