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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道的拐角处发现了几个小广告，

需要及时清理。”在一次日常巡查中，文风

社区网格员赵丽第一时间将发现的问题拍

照发到“城市网格化管理”微信工作群中并

留言。

“收到，马上处理！”文风社区民警李福

平第一时间认领问题后，便拨打了小广告上

的电话进行警告教育。挂掉电话，李福平又

拨通了城北派出所的电话，请求警力支持。

很快，警务人员依托“天网工程”抓到张贴小

广告的人员，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惩罚。

哪里有民生诉求，哪里有急难险情，都

能通过网格化第一时间解决。这对于部分

辖区属于城中村的文风社区来说，无疑是

一次成功的探索和尝试。

“以前巡查的时候，最害怕走到背街小

巷，墙面上的‘牛皮癣’小广告很让人头疼，

又抓不到张贴的人，每次只得由社区费钱

费时费力地找人清理。”文风社区党支部书

记赵德全告诉记者，现在这些都不再是难

题，网格员巡查时发现问题，立即拍照上

传，会有人认领并及时解决。实在解决不了

的，可由执法部门解决。执法人员的介入，

对不文明行为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近年来，为适应城市发展，江油按照执

法部门力量下沉、服务队伍下沉、“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积极创新大城管工作机

制，搭建基层实体化综合执法平台，建立起

了常驻执法队伍、日常联系队伍、乡镇工作

队伍、街巷巡查队伍等四支网格队伍，把综

合执法与志愿服务相统一，把专项集中整

治与日常管理服务相结合，着力解决城市

管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不断提高城市精

细化管理水平，努力做好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

为促进网格化管理长效进行，江油积极

制定综合考核评价机制，对在网格化平台

管理过程中的部门和乡镇（街道）工作成

效、执法人员出勤和工作履职情况进行考

核，以创新机制，倒逼工作责任落实。

一项项清晰的数据，一件件为民解决

的实事，一个个难题的迎刃而解，都是江

油管理者们用脚步丈量民生，用心用情用

力服务基层的生动印证。如今，“小问题不

出网格、大问题不出社区、复杂问题不出

镇街”的局面在各试点社区逐渐形成。下

一步，江油将继续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在

试点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提炼经验，完善网

格化管理信息系统，拓展网格化服务管

理，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助力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

（上接A1版）
拨打赵定钦电话的是永丰社区的一位

居民。因自家的空调外机放置的位置不当，

导致隔壁邻居长期遭受噪音、热浪的侵扰。

邻居上门沟通无果后，便告知社区希望能

帮其解决此事，但社区工作人员多次调解

未果，这让社区管理者很是头疼。

经过商讨研究，社区评议员决定给该居

民“送”上一个“黑色圆”,并在公示栏里进行

公示。不到三天，该居民就主动联系了社区。

“以前说到文明城市创建，大家的积极

性并不高，曾尝试过多种方式提高市民的

知晓率、参与率，但效果都不太理想，对

此，我们决定在社区居民中开展‘文明行

为评比’活动，让大家主动参与文明和谐

社区建设。”赵定钦告诉记者，每半年社区

都会组织评议员进行评比，对评比合格的

住户用“红旗”表示，基本合格的用“蓝色

三角形”表示，不合格的用“黑色圆”表示。

其中，对基本合格的住户，给予教育引导，

整改升级为合格户后，五天内除政策性服

务外，暂停享受社会化服务。而对于不合

格的住户，社区将加强教育，限期整改合

格后，半个月内除政策性服务外，暂停享

受社会化服务。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文明指数，永丰社

区在“文明行为评比”的基础上，又积极开

展小区文明指数评定，激励全体居民互相

监督互相管理，共建美好家园。“评比之初，

社区有 30%的住户都是‘黑色圆’，经过治

理，如今大概还有5%的住户是‘黑色圆’。”

赵定钦表示，下一步就是逐个消除“黑色

圆”，力争实现一片红。

创新机制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关键词
大城管工作机制

综合考核评价机制

（上接A1版）
——食堂管理制度仍待改进。

“食堂的一些管理制度不合

理，客观上增加了浪费现象。”北

京某公司员工高朗说，单位食堂

菜品没有推出半份服务，有时买

了一份想吃的菜品，但其实根本

吃不掉，最典型的就是米饭，只

有2两、3两等标准份，现在不少

员工的饭量其实更小，最后不得

不浪费。“在回收处，经常看到很

多餐盘里剩了大量饭菜，被倒进

垃圾桶，让人心疼！”高朗说。

——家庭用餐还须倡导节约。

“每天清运的居民厨余垃圾

中，剩菜剩饭浪费的现象还是比

较普遍。”北京市朝阳区环境卫

生服务中心第二清洁车辆场餐

厨清运班长胡富祥说，疫情防控

期间，人们居家用餐多了，有些

人把做饭当成一种消遣，很多饭

菜做出来只拍几张照片，吃不了

几口就被丢掉了，还有不少人会

点外卖，但外卖点餐量明显超出

了实际需要量，很多外卖连包装

都没拆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等机构对北京、上海、

成都、拉萨 4个城市 366 家餐馆

进行的实地调研发现，餐饮业人

均食物浪费量为 93 克/人/餐，

浪费率为 11.7%。据测算，我国

城市餐饮业仅餐桌上食物浪费

量就高达 1700 万吨至 1800 万

吨，相当于 3000 万至 5000 万人

一年的食物量。其中，大型餐馆、

游客群体、商务聚餐等是餐饮食

物浪费的“重灾区”。

“我国人口多、基数大，每人

浪费一点，就会是惊人的量，对

我国粮食生产带来较大压力，同

时，餐饮浪费产生大量厨余垃

圾，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较大负

面影响。”赵萍说。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

食约 3500 万吨，这个数字接近

中国粮食总产量的6%。

一头，是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另一头，

是粮食安全面临多重压力。尽管我国粮食生产

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

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

们敲响了警钟。

看国际，全球粮食市场不确定性增加。联合

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今

年全球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数量可能由

1.35亿人增至2.65亿人。

看国内，我国粮食安全的长期态势是“紧平

衡”。尽管口粮能确保自给，但粮食生产面临成

本攀升、资源约束、刚性需求大等问题。“丰收不

是浪费的理由，我们必须时刻绷紧粮食安全这

根弦。”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

祥说。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浪费粮食

虽然看上去是个人行为，但却可能产生全局性

的危害。“粮食产业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影响

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只有开源节流，才能让大国

粮仓的根基更加牢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

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说。

采取更有力举措坚决制止餐饮
浪费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一张餐桌传承优良

品德。

“制止餐饮浪费，要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

耻、节约为荣的氛围。”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洪涛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

的重要指示，为杜绝“舌尖上的浪费”提供了根

本遵循，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宣传教

育等手段，实现从观念到行为的重塑，加快形成

全民勤俭节约、珍惜粮食的良好社会风气。

——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

立长效机制，打造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硬约束”。

今年 1 月，江苏出台《江苏省粮食流通条

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加强爱粮节粮宣传教育；7月，重庆拟立法

推行文明用餐，禁止浪费食物……

“结合各地实践经验，应该加快推进专门法

律的制定，集中执法力量，形成部门联动态势，

织密法律保障网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表示，要针对机关单位、企业、餐饮公司、

学校等，精准设定监督主体，对浪费现象采取警

告、公示、训诫、罚款等多种手段，完善惩治浪费

的法律体系。

——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形

成鼓励勤俭节约的“软环境”。

戴草帽、挽裤脚、挥镰刀，炎炎烈日下抢收

稻子，滴滴汗珠挂满脸庞……田间地头，不少

城市居民参与农事活动，感受粒粒粮食的来之

不易。

“节约要从孩子抓起，把勤俭节约等美德教

育贯穿始终。”洪涛认为，应该把勤俭节约作为

社会公德建设的重要方面，纳入学生思想品德

课程教育体系中，同时，针对城市居民、商务人

士等群体，采取亲身体验、典型引领等方式，让

节约理念入脑入心。

专家表示，在当前强调扩内需促消费的背景

下，一些人忽视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甚至

认为浪费也是促消费、扩内需，这是必须纠正的

观念。“消费与浪费有本质上的不同，促消费是

鼓励群众不断追求美好生活，浪费却是对资源

的不必要消耗，以消费之名行浪费之实，将产生

严重的社会危害。”李国祥说。

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餐饮浪费，已成为

当前社会一大危害，既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又破

坏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各地各部门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制定实施更有力的举措，持之以

恒、坚持不懈地抓实抓细，在全社会大力营造浪

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人民日报》吴秋余 王珂 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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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安徽省含山县团县委携手县大学生联合会志愿者开展“情暖童心 七彩暑假”活动，通过开展亲情陪护、趣味游戏、心

理疏导等活动，让留守儿童乐享假期生活。图为 8 月 11 日，志愿者陪留守儿童玩折纸游戏。 欧宗涛 关璐 摄

大兴安岭南麓，呼兰河西岸，一个长期

与贫困抗争的东北村落里，百人秧歌队正

敲锣打鼓庆祝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黑龙江省财政厅派驻到兰西县兰西镇

林盛村的驻村工作队，经过1000多个日夜的

奋战，让这个曾经“穷”字当头的地方，变成了

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的新农村。最初曾担心工

作队“摆花架子”而今却不舍得他们离开的村

民们，拥有了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扶持脱贫产业
筑牢富民之基

2017 年 5 月，黑龙江省财政厅派驻的

第一批工作队来到林盛村，以赵谦为队长

的工作队，定下的目标就是在村民怀疑的

眼光中打造起村里的脱贫产业。

村里致富能人杨成业很快进入了工作

队的视线。经过几番“游说”，杨成业带头成

立了“呼兰河右岸谷物种植合作社”，在保

底收入和二次分红的强劲带动下，15户带

地入社的贫困户开始了命运转变。

贫困户王海峰擅长养鸡，工作队帮他贷

款建起了养鸡场，让王海峰重新燃起了希

望。随着养鸡场规模逐渐扩大，养鸡场升级

成了畜禽养殖基地，王海峰不仅自己脱了

贫，还带动5户贫困户到基地入股和打工。

很快，十八湾豆腐坊、刘二虎卤水豆腐、

呼兰河右岸果蔬种植基地等产业如雨后春笋

般建立起来，林盛村的脱贫产业开始起步。

2019年，第一批工作队完成使命，队员

那文国主动请缨留下来担任工作队队长和

第一书记，首要目标就是打造“产业器官”。

那文国要把林盛村的产业做成品牌。

那年夏天，他把冰箱搬进绿博会，让鑫意豆

制品的冻豆腐成为反季热销产品。他到“小

康龙江”网络销售平台上当网红，还帮助林

盛村与国家级龙头企业签下产品订单。

为打造致富之源，那文国下了很大一

盘棋。通过招商引资，北京上百年食品科技

研究院在林盛村投资2200万元建了一家泡

菜加工厂，这个加工厂将给村里的发展带

来叠加效应：增加贫困户和村集体收入，收

购当地全部白菜，提供 80 个就业岗位，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

哈尔滨绿色实业有限公司也被这里的

产业所吸引，将于今年 9月投资 1850 万元

在林盛村开建工厂。

从农民合作社到大工厂，林盛村正在

筑牢富民产业之基。

培养党员干部
筑起战斗堡垒

林盛村在 2017 年负债 150 多万元。工

作队入村后，工作队在和县委及镇党委进

行了沟通，打了一场强化基层战斗堡垒的

关键之战。

2019年，经过换届选举，村“两委”班子

实现“大换血”。优秀共产党员田树斌被选

为村党总支书记兼村主任。致富带头人杨

成业在脱贫攻坚中先锋模范作用突出，被

选为党总支副书记。开办“老王农庄畜禽养

殖基地”的王海峰被发展为预备党员。

在工作队努力下，林盛村着力打造讲

和谐、讲奉献、讲担当、讲服务、讲廉洁的

“五讲”支部，认真规范组织生活，每月组织

一次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全村 50多名党员

参观东北抗联博物馆和省廉政教育基地。

村里建成 50平方米的农民书屋，开办

农民夜校和惠农政策讲堂，成立了 100 人

的秧歌队、50 人的广场舞队和 20 人的篮

球队，还开办用爱心换积分、用积分换商

品的“爱心超市”。林盛村展现出前所未有

的文明乡风。

完善基础设施
铺就振兴之路

林盛村有一条百姓出行的必经之路，

因年久失修，成为发展的瓶颈。那文国积极

争取专项资金，同时协调县政府部门，对这

条5公里的通村主路重新翻修，破损严重的

水泥路一下子升级为柏油路，路中间还划

了黄色的交通标线。

目前，林盛村8个自然屯修建屯间水泥

路4.2公里，实现了村屯主干道全部硬化。

为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村里建设

了3900平方米的文化活动广场。

贫困户于福才近来开着村里的垃圾清

运车忙个不停。在村里建立了垃圾清运机

制后，12位村民获得了清运队员“新岗位”。

工作队还组织村民在主要通村路两侧

栽植树木花草，2019年春季以来，共栽下乔

木 3145 棵、灌木 81000 棵，实现了“村在林

中，路在绿中”。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林盛村

驻村工作队两批共5名队员全都有了白发。

他们用心血打造富民产业、党组织战斗堡垒

和基础设施，为林盛村留下了一支“不走的

工作队”。 （新华社 程子龙 王建威）

呼兰河畔“不走的工作队”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袁矛）8
月 11日，“绿道科普点亮生活，科技无限引

领未来——成都市绿道科普卫星地图发布

暨绿道科普嘉年华活动启动仪式”在四川成

都植物园中心广场举行。此次活动旨在进一

步推动天府绿道青少年科普教育建设工作，

打造“绿道+科普场景”，探索转化天府绿道

生态价值，提升公园城市建设品质和内涵。

启动仪式上，首次发布了成都市绿道科

普卫星地图，该卫星地图收录了全市20家

绿道的科普基地名录，能够准确地呈现绿道

科普基地的基本情况及近期活动信息等。市

民可以足不出户查询了解有关信息，真正实

现绿道、科普、科技的全方位融合。同时通过

该卫星地图基于用户位置和偏好推荐规划

路线，用户可通过点击地图相应位置享受导

航、预约、咨询等服务。下一步，该卫星地图

还将实现成都市各重点科普基地全覆盖。

福建发现处置
重大安全隐患房屋4.4万栋

新华社福州 8 月 12 日电（记者 褚
萌萌）记者从福建省应急管理厅获悉，

自今年 3月下旬以来，福建在房屋结构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中，共排查房屋

891 万栋，发现并处置重大安全隐患房

屋4.4 万栋，其中拆除1.3 万栋、加固0.2

万栋、封房2.9万栋。

在此次行动中，福建公布了省内18

家房屋鉴定机构名单，从省外引进了

105家鉴定机构，并组织北京、上海等地

专家同步开展鉴定机构及成果抽查。参

与排查的一线人员包括近 9000 名住建

企业技术人员、19所土木建设类高校师

生以及熟悉本地建房情况的当地退休

干部、退休工程师、热心老同志等。

为切实做好房屋安全风险防范工

作，福建对全省房屋安全信息管理系

统进行了改造升级，并对接公安二维

码门牌信息，从而完善了“一楼一档”

房屋数据库。

作为福建深入推进各领域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的组成部分，该专项行动

旨在汲取泉州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

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

作。截至目前，福建在各领域共排查隐患

50.96万项，完成整治48.59万项，限期整

改企业 94606 家，停产停业 1287 家，取

缔关闭560家，行政处罚4356.9万元。

新华社西宁 8月 11日
电（记者 李思远 李宁）由长

江水利委员会牵头组织的

2020 年江源综合科考 8 月

11日在西宁启动。来自长江

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长

江技术经济学会等单位机

构的多学科科考队，将对长

江和澜沧江源区的生态环

境现状进行“体检”。

此次科考延续了历年

路线，对长江正源沱沱河、

南源当曲、北源楚玛尔河

和澜沧江源的水资源和生

态状况开展综合考察，包

括水文条件、生物指标、水

土流失、地形地貌等。今年

还将针对江源区突出的冰

川退缩、冻融侵蚀、湖泊扩

张等生态环境问题开展重

点调查，进一步掌握长江

和澜沧江源区的生态环境

现状、河流径流泥沙输移

规律，测定关键水文要素

的变化。

据科考队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江源

科考还将结合历年监测结果，分析长江

源区水质变化规律，探寻长江北源楚玛

尔河支流清水河及上游连通河道区域

冰川积雪变化、湖泊水量变化、盐度变

化以及湖泊增加水量的组成成分，梳理

评价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影响

下，长江源区水质潜在生态风险，为三

江源国家公园建设、长江和澜沧江江源

区河湖水资源及生态观测与基础数据

整编以及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提供

基础数据。

长江水利委员会是我国最早科学

考察江源地区的机构之一，曾在 1976

年和 1978 年通过两次科考探明长江正

源。其下属的长江科学院是长江流域

治理、开发与保护提供科技支撑的专

门科研机构，从 2012 年开始，将江源综

合科考常态化，在江源地区的水资源、

水生态、河道河势、冰川雪线、水土保

持、人类活动影响等领域积累了大量

第一手基础数据及资料，较全面地掌

握了长江源地区以水生态系统为主的

生态环境变化规律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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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首次发布绿道科普卫星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