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青岛市市南区,一支新的社会治安
防范力量正在悄然崛起：他们头戴统一
的小红帽,胳膊扎起黄袖标,在各自所处
的辖区范围内巡逻走动，一旦发现可疑
人员,便会上前“询问”,发现火灾隐患,
会立即上报，碰到有人问路还会热心帮
忙 ⋯⋯ 他 们 便 是 青 岛 版 “ 朝 阳 群
众”——“小红帽”。

相对于随处可见的封闭式小区，青
岛依然存在不少的开放式老旧居民小
区。随着时代发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开放式老旧小区在规划、建设和管
理上的“先天不足”日益凸显——因为
没有门卫和围墙，白天捡垃圾、收废品
的闲杂人员自由出入，晚上也容易遭小
偷“光顾”，还有张贴小广告的经常在楼
道里制造“牛皮癣”，让社区居民不堪
其扰。

破解开放式居住小区治理末端难

题，市南区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招募组建起 1300 人的社区安全自防队
伍，推行全年无休的看楼护院模式，构
筑起开放式社区治安防范的第一道防线。

“社区安全自防队员有效地提升了社
区治安防控水平,尤其是对于开放式住宅
小区而言,他们的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
不仅让辖区的安全隐患不断降低，而且
也让政府的工作更接地气，更贴近民
心。”市南区湛山街道办主任孔兆峰说。

不仅如此，在湛山街道，社区安全
自防队员巡逻时还用上了“高科技”，这
让工作开展起来更加得心应手。“过去发
现问题后上报，要走很多路。现在路边
发现隐患，拍张照片通过手机 APP 传到
联动中心，立马就有相关人员着手处
理，办事效率大大提高，真是太方便
了。”湛山社区安全自防队员纪秀琴高兴
地打开手机展示给记者看。

据了解，通过手机 APP 就可以将发
现的问题及时上报，这得益于湛山街道
打造的“智慧湛山”社会管理服务综合
平台。湛山街道通过“智慧湛山”，将各
项社区治理事务引上了“互联网+”轨
道，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把片区分为红黄蓝 3 个等级，红色片区
就是发案较多的社区，我们进行重点防
范。”湛山街道综治办主任李士银说。

湛山街道巧用“互联网+”手段，
借助“小红帽”之力大幅降低各种安全
隐患,只是市南区化解开放式小区“烦
恼”的一个缩影。据市南区综治办相关
负责人介绍,按规划设定,整个市南区
3863 个开放式居住楼院共划分为 621 个
网格,每个网格为 1 个防范单元,推行定
人定时定岗定责制。“按照 2 至 4 人一
组,本着‘任务就近分解、时段细化到
点、定位覆盖楼院’的原则,进行棋盘布

阵,实施分兵把守,以点连线,以线织面,
切实对开放式居住小区做到全方位、精
细化服务管理。”

市南区在不断加大人防的同时，还
在技防上下足了功夫。不断加大硬件设
施的建设与投入。其中,市南区在连续
3 年为开放式居住小区安装楼栋单元电
子对讲门的基础上,去年又增加安装楼
栋单元电子对讲门 1000 套,确保 20 个
试点社区安装率达到 100%,其他社区安
装 率 也 达 到 95% 以 上 。 此 外, 在 完 成
843 处 高 清 视 频 监 控 点 位 建 设 的 基 础
上,去年市南区启动新一轮“天网”工
程 建 设,增 建 高 清 视 频 监 控 点 位 2350
处、治安卡口 28 处,并将建设重点向开
放式居住小区、背街小巷倾斜。“通过
人机互动、相互策应,进一步提高了开
放式社区的治安防控水平。”市南区综
治办相关负责人说。

青岛“小红帽”巧解开放式小区“烦恼”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春梅

最近，77 岁的河北省秦皇岛市居民
张东生重拾闲置已久的鱼竿，坐在戴河
边的树阴里钓起鱼来：“我打小就在戴河
边长大，这河水经过各级政府的整治，如
今又变回了清凌凌的，岸边还种上了许
多花草树木，河里又出现了游鱼，游客们
都夸这里非常漂亮。”戴河生态环境的变
化，是秦皇岛改变河流生态环境的一个
缩影。截至目前，秦皇岛市 17 条入海河
流经过生态整治，入海水质已经全部
达标。

“为山九仞,岂一日之功。”秦皇岛河
流生态环境的变化，得益于一项名为“河
长制”的责任机制的落实，全面督导截污
染、畅河道、联水系、造水面、添景观等综
合措施的实施，使得“不信清流唤不回”
的决心变成了现实。

痛定思痛建机制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河流是纵横交
错的血脉，是很多人魂牵梦绕的清澈记
忆。但随着城市的发展，曾经的梦里水
乡，如今却成为破坏生态的毒瘤，甚至让
人避之不及。

秦皇岛境内河流众多，分属于滦河
及冀东沿海两大水系，有 17 条独流入海
河流。近年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些河流
的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直接
影响着流域生态环境和近岸海水水质，
更影响着城市的长远发展。

尽管人们早有这样的认识，也采取
了不少整治动作，但效果实施不尽如人
意。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领导责任追
究机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 2015 年
开始，秦皇岛市专门出台了《秦皇岛市河
长制管理实施方案》，将全市 17 条河流
进行分片分段管理，每个片区、每个管段
均明确了责任管理主体，在全市产生了
市级河长 34 名，县级河长 113 名，乡村级
河长 1463名。

河长产生之后，他们按照“菜单式分
解、契约化管理、审计式验收、公开化奖
惩”的要求，明确各级河长以及各部门的
工作职责并纳入考核；建立“日巡查、周
报告、月调度、季点评”“河道巡查”“河道
警长”“河道保洁”等制度；设立河长制公
示牌；在媒体公布河长名单和治河进
度。不管哪个管段出了问题，河长就是
责任主体。在责任制实施一年的时间

中，全市就有 7 名干部因治污不力、工作
不到位受到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

有了责任机制，还需行动计划。为
全面了解河道污染来源，科学制定各项
治河措施，秦皇岛市明确要求所有市级
河长用脚丈量分包河流，“从河口到源
头、不落一米、不漏一个污染点”。戴河
入海口有私建码头、洋河上游迷雾村有
污粪直排入河⋯⋯通过徒步踏看，发现
涉河涉水问题 1297 个。这些问题全部
登记造册，标注上图，限期整改。污染源
底数的摸清，为治理工作的精准有效开
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关停并转截污流

治河先治岸，治标更治本。对于河
流来说，最大的污染源来自岸上，来自生
产生活产生的污水、垃圾。在对河道内
污染集中进行清理的同时，秦皇岛市把
目光瞄向岸上，关停整改污染企业，解决
农村垃圾清运问题，彻底切断污染河流
的源头。

造纸、淀粉、粉丝、养殖⋯⋯流域内
星罗棋布的大小企业，是污染秦皇岛各
条河流的“罪魁祸首”。

为解决涉水重污染企业污水排放问
题，秦皇岛市政府制定印发了《秦皇岛市
涉水重污染企业退出实施方案》，严格按
照“断水断电、拆除设备、清除原材料”的
标准，该关停的关停，该整改的整改，以
确保全市重点河流得到有效改善。目
前，全市已取缔拆除涉水重污染企业 30
余家。

山海关多年的铁路污水并网问题是
困扰该区河流污染的一个老问题，交涉
多年均没有结果，今年 3 月，山海关片区
的河长亲自带队，远赴沈阳，就污水管网
工程穿越铁路事宜与沈阳铁路局进行协
商。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与沈阳铁路局
达成一致，将其在山海关所辖单位及生
活小区排污口并入城市污水管网。

在甘薯加工业比较发达的卢龙县，

甘薯集中加工村庄的河道下游，建设起
一个个污水收集池，并做好防渗处理，污
水经沉淀达标后，可用于农田灌溉。

在秦皇岛鹏远淀粉有限公司厂区
内，生产淀粉产生的污水，集中进入公司
的污水处理设施。经处理达标后，这些
水还要输送至附近的贾河污水处理厂，
经过再处理才能排入贾河。公司总经理
敬继伟告诉记者，之前贾河的水已经被
污染得发黑、恶臭。现在通过政府的综
合治理，水清了，臭味没了，久违的鱼儿
出现了，“看到这些变化，就觉得政府和
企业的付出，都值了”。

在各条河流沿岸，类似的治理一直
在进行，根据不同污染源的特点，秦皇岛
因地制宜，想了不少办法。

改变陋习美环境

自古以来，人们都喜欢依水而居，河
道便成了很多村庄的垃圾场。农村的生
活垃圾，成为对河流生态影响巨大的因
素之一。

抚宁区深河乡西桐叶村村西，有一
条戴河的东支流。作为这条小河的村级
河长，西桐叶村村支书蔡新华经常到河
边巡查。“这里挨着村子，垃圾一多，水都
给弄黑、弄臭了。一下大雨，垃圾顺着河
道冲到下游入了戴河，影响更大。”蔡新
华说，乡里组织了几次集中清理，让这条
小河彻底变了样。现在，桥头、道口这些
容易扔垃圾的地方，都修上了栏杆，做了
围挡，防止有人顺手再倒垃圾。村里也
安排了专人每天巡查，捡拾垃圾。

河道里不能扔垃圾了，那村民家的
垃圾扔到哪儿？在西桐叶村里，路边可
以看到一个个垃圾桶。村民们告诉记
者，现在村里的垃圾清运交给了专业的
保洁公司，不用再发愁垃圾处理问题。
赵德忠就是保洁公司的清运员。“两天我
就来一次，把垃圾清运到垃圾处理厂，保
证村里干干净净。”他说。

“经过这段时间的河道治理和宣传

教育，现在村民们意识提高了一大截，都
能够主动改变陋习，不再乱扔垃圾。”最
让蔡新华高兴的，是村民们思想意识的
转变。

这样的变化，源于秦皇岛全面建立
的农村垃圾治理长效机制。坚持集中处
理与分散处理相结合，秦皇岛建立了村
收集、乡运转、县处理的垃圾处理机制。
为每个镇修建了垃圾收集站，购置了垃
圾运输车，为每个村分发了垃圾投放桶
和收集车。全市基本建立了户有垃圾收
集箱，村有垃圾回购点，乡镇有垃圾中转
站，县有垃圾处理场的基础设施网络。

综合配套上水平

戴河是秦皇岛的母亲河之一，在水
系的全流域生态治理中，秦皇岛一手抓
河道治理，一手抓生态改善。

一方面，秦皇岛狠抓河道环境整治，
全部拆除河道违章建筑，取缔各种非法
利用河道行为。据秦皇岛水务局统计，
截至今年 7 月末，全市共拆除临河违建
7.2万平方米，拆除整改临河养殖场 1948
家，取缔非法采砂点 31 处，清理各类沿
河垃圾 56万立方米。

另一方面，秦皇岛把造林绿化改善
岸线环境作为重要措施，在“十二五”期
间累计完成造林绿化 86 万亩，治理水土
流 失 328.26 万 亩 ，使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45%。2016 年，又将国家下达植树造林
7.4 万亩任务提升到 30 万亩。同时还开
展了对青龙湖、七里海、石河、汤河、洋
河、戴河等湿地生态体系建设，构建起了
完 整 的 山 水 林 田 河 湖 海 一 体 的 生 态
体系。

通过目标明确、责任到人的治理，秦
皇岛 17 条入海河流水质稳定向好。今
年 1 至 7 月,全市河流常规监测断面水质
功能区达标率为 60%，同比提高 5.4%。
其中，戴河和饮马河水质改善明显，青龙
河、新开河、汤河等河流水质稳定。近岸
海水水质也随之越变越好。

河北秦皇岛力推“河长制”治水——

不 信 清 流 唤 不 回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孙文志 孟仲淑

城市积水查询，不赖！
今年夏天，全国多地频遭大雨乃至暴雨光顾，一些城

市因此内涝成灾。微信在此期间推出的“城市积水查询”

对市民帮助不小。

借助于“城市积水查询”功能，市民利用手机打开微

信，既可以实时了解积水点，同时还能根据积水点颜色来

判断道路积水程度。有了这一“利器”，人们就能合理规划

出行路线，避免积水影响车辆和人员安全。

置身于网络信息化时代，充分利用“互联网+”力量拓

展城市管理格局，促之实现转型升级，有着现实而紧迫的

意义。利用“互联网+”管理城市，有时未必需要大动干

戈，像此次北京、太原等地开展的“城市积水查询”微信服

务，注重从细微环节及时入手，注重调集市民群体力量，往

往更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增强大家参与的兴致，进而收到

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城市积水查询”功能的推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微信

运营者慧眼独具，在方便城市管理与市民生活的同时，也

为自身赚得了更多的客户资源及流量。这也提示城市管

理者在开展城市管理工作中，要善于“借力”，应当有意识

地创造条件，进一步激发微信、网站等互联网运营商的潜

能，通过对之鼓励、与之合作等多种方式，经济高效地发挥

好这些生力军在防范城市内涝、治理城市拥堵、清洁城市

环境、维护城市治安等方面的作用。

面对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功能的日趋多样、城

市人口的持续增长、市民需求的愈益提高，城市管理者肩

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能否顺应时代要求，从类似“城市积

水查询”这样的服务举措中触类旁通，变形升级出更多、更

科学的城市管理方法，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也蕴含

着广大市民的殷切期许。 （山西长治 周慧虹）

江苏宿迁市宿城区耿车镇投资 500 多万元，整治原

来堆放废旧塑料垃圾的“废汪塘”。垃圾全部清除外运

后，改造成占地面积 8600 多平方米的文体公园，成为居

民休闲健身的新去处。 戚善成摄

河流是很多人魂牵梦

绕的清澈记忆，但如今，很

多梦里水乡变成了脏河臭

河，成为城市“毒瘤”。

对于河道纵横又毗邻

大海的河北秦皇岛来说，

治 理 河 道 也 是 个 老 大 难

问题。

如 今 “ 河 长 制 ” 成

了治水新“利器”，借助

责 任 到 人 的 严 管 机 制 ，

让 整 个 水 域 的 生 态 系 统

得到重建——

图为治理后的大汤河，水清树绿，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资料图片）

作为全国建设智慧城市最早
的地区之一，浙江省宁波市“以应
用带发展”“突出民生优先，坚持
信息惠民”的做法被业界广为称
道。近年来，围绕“就医难、出行
难、就学难”等热点难点问题，宁
波着力加快智慧民生应用体系建
设，在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
教育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

9 月 9 日，第六届中国智慧城
市技术与应用产品博览会在宁波
举办，将对宁波乃至全国的智慧
城市建设助力颇多。

在宁波，智慧医疗让就医之路
更轻松。“现在可以在网上挂号，凭
着一张社保卡就可以就诊、配药、
打针，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家住
宁波西门街道的傅奶奶对记者说。

2010 年，宁波启动智慧健康
保障体系建设。今年 3 月初，新
版宁波市公众健康服务平台上线
运行。现在，市民可以通过电话、
门户网站、手机 APP、微信、数字
电视、医生工作站等多个渠道进
行预约挂号。宁波市民还可以利
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直接在诊
间完成诊疗、检查、药品等费用结
算工作。与 2010年相比，医院信息化为宁波居民一年节
省就诊时间约 6000万个小时。

2015 年 3 月，宁波“云医院”启动运营。截至目前，
宁波“云医院”签约的专科医生、家庭医生已达 1000 余
名，线上共开设了高血压、糖尿病、心理咨询等 13 个“云
诊室”。

智慧交通则让市民出行更便捷。汽车开到市中心很难
找到车位，这是所有司机遇到的一大难题。而先进的停车场
接入停车诱导系统，让司机们一抬头，就知道哪里有车位。
目前，宁波市区已有20家停车场接入智能停车诱导系统。

一张市民卡在宁波便能畅通无阻。宁波的市民卡实
现了公交、地铁、出租车、自行车“四车”全覆盖，让出行畅
通无阻。而“宁波通”APP 的发布，真正让市民享受到了

“出门不问路，买票不跑远，打的不等待，堵车不堵心”等
众多便利。APP 提供出行前、出行中、便民服务 3 大类
18 项便民服务，更便捷的是它融合了交警、城管、气象等
多个部门、几十个业务系统的交通信息。

除了“医”与“行”以外，宁波建设的智慧教育学
习平台、甬上云校、甬上云淘等，为广大学生提供了更
为广泛的学习途径、更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更为精彩的
应用服务，使得“书香宁波”氛围更加浓郁；今年暑
期，宁波智慧教育还推出“在线答疑”和“网络返校”
公益服务，让 66 万名小学和初中学生在假期也能随时
与老师在线交流互动。

持续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已经让“智慧因子”悄悄
植入了宁波市民的日常生活。

智慧城市建设突出民生优先

宁波开启智慧生活
本报记者

郁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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