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 3 年时间全面提升市容环境——

厦门打出城市管理“组合拳”
本报记者 薛志伟

新疆喀什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刘贝
贝去年刚从内地读大学回来，她还记得
当时从喀什市坐了 20 多公里的大巴车回
到草湖时看到的“陌生景象”：笔直的柏
油路与两旁成荫的梧桐树相映，路边是
开满八瓣花、格桑花的绿化带，栋栋新
建的楼房鳞次栉比⋯⋯她熟悉的灰土连
天、坑坑洼洼的沙石路不见了，也找不
到那一排排参差不齐的土砖房。

草湖镇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

41 团所在地，隶属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也是近年来广东东莞对口援疆投入资金
进行建设的主要受益地之一。

晚上 10 点，褪去了一天热气的草湖
公园瓜果清香扑面，湖畔漫步的人渐渐
多了起来。草湖镇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经理蒲小山介绍，3 年前草湖公园所
在地还一片荒芜。在总投入 3000 多万
元 （其中援疆资金 1800 万元） 的建设
后，原来的小低洼地被改造成 150 亩水

域，荒地则成了处处成景、满眼见绿的
公园，不仅是附近居民公共休闲的集散
场 所 ， 还 成 了 喀 什 地 区 知 名 的 景 点
之一。

“这几年，我们团场的变化太大了，
以前可想都不敢想。”今年 63 岁的“老
军垦”姜焕国退休前是 41 团的技术员。
去年，由援疆资金补助 4 万元并自筹部
分资金，姜焕国在草湖公里不远处的欣
悦小区购买了 100 平方米的安置新居，
家里通上了暖气和天然气。“以前我们住
在田头，烧火用煤炭，屋内灰土弥漫，
冬天田间风沙直逼室内。现在可好了，
每天早上，我们老两口到草湖公园锻炼
身体，晚上就在小区附近看文艺表演。
卫生院距小区只有几百米，医生们还定
期上门为老人们做免费体检。”姜焕国笑
得乐开了怀。

在 援 疆 资 金 的 参 与 下 ， 草 湖 镇 的
电、路、气、暖、绿化、亮化等城镇基
础设施完善，座座安置小区拔地而起，
新建草湖中学、草湖镇第二幼儿园、草
湖镇二甲医院等民生项目相继启动。

广东东莞在援疆工作中强化产业发
展，推动草湖纺织服装产业园项目建
设，促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加快城镇
配套设施建设，促进草湖产城融合、城
随产进、产城互动，以产业带动人口集
聚。目前，广东省住建厅牵头完成的

《草湖镇总体规划》 等四项规划中 《总
规》 已经广东省住建厅、新疆建设兵团
审核通过。按照规划，这里未来将打造

成集聚 10 万人口的宜居宜业工业新城、
文化新城、绿色新城和智慧新城。

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新
疆建设兵团第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黄
少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 2014 年以
来，援疆工作着力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
活条件，在援疆资金上，向民生倾斜、
向团场连队倾斜、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项目倾斜。”

汽 车 行 进 在 图 木 舒 克 市 的 东 莞 路
上，两边是盛开的格桑花。不远处的一
个大型市民广场边，一座设计别致的高
楼已经封顶。“这是 2015 年初开工建设
的图木舒克市三馆项目 （图书馆、文化
馆、历史博物馆），共安排各类援疆资金
5700 万元，并申请国家投资 2000 余万
元，共同用于项目建设，这里将是图木
舒克市地标建筑。预计今年 9 月底可投
入使用。”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工作队副
队长、新疆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副市长刘建俊介绍说。

图木舒克市 2004 年正式挂牌，由于
建市较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
套有一定的欠缺，近年来通过援疆资金
的不断支持，城市发展上了一个台阶。
新疆建设兵团第三师党委常委、副政委
张新辉说：“我们正重点针对薄弱环节，
逐一查漏补缺，细化和完善城市建设管
理的各个方面，在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上求实效，争取
早日把图木舒克市打造成兵团城镇化建
设模范城市。”

近年来，沈阳市以互联网作为智慧城市创新切口，
提高政府行政管理和服务能力，切实提升市民生活便
利水平。

今年上半年，经过与支付宝的紧密配合与联合开
发,支付宝“城市服务”入口正式面向沈阳市民开通。
经过几个月的运转，沈阳市与支付宝联合推出的这一

“城市服务”功能，已让 38 万沈阳市民享受到了“互联
网政务”带来的便捷。

在铁西区兴顺街道，“互联网政务”正在成为连接
政府和居民的“好帮办”。兴顺街道办事处社保科开设
了“兴顺街道办事处就业和社会保障微信公众号”，居
民只要用智能手机微信扫一扫，就能接收到免费推送
的区人社局发布的企业招聘信息、政府免费职业培训
信息和政府小额免息贷款三大类信息。通过微信公众
号拉近了政府与居民的距离，架起了信息沟通的桥梁，
使居民足不出户，就能查看和了解政府信息。

沈阳共有 8 项政务服务入驻支付宝平台。大数据
统计显示，在这些已提供的服务项目中，沈阳市民最常
用 的 是 交 通 违 章 查 询 和 公 积 金 查 询 ，占 比 分 别 为
29.01%和 22.88%。此外，医疗保险查询、驾驶人违章
信息查询、公交查询、法律服务、旅游投诉、高速路况查
询等项目，也深受市民欢迎。在该平台，社会保障类、
警务类和交通类政务服务最为开放，也最受用户欢迎，
合计占到用户流量的八成。

沈阳“互联网政务”发展仍有很大提高空间。市民
还希望通过“城市服务”入口享受到更多的服务。一项
针对 2.6 万人的调查显示，直接刷地铁、公交是用户最
希望城市服务提供的内容，其他还包括在加油站直接
扫码付款、申领社保公积金等。

沈阳：打开城市服务“端口”
本报记者 孙潜彤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学 聪 报
道：日前，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
会发布“十三五”时期城市管理
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升北京垃
圾处理、市容环境等多个方面
保障能力。北京提出，“十三
五”期间将适时推进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政策，建筑垃圾资源
化处置能力将达到 800 万吨，
垃圾收运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
系统将形成有效衔接。

根据规划，北京在垃圾分
类方面将有大动作。“十三五”
期间将继续提升垃圾分类效
果，适时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政策。还将建立以垃圾分
类效果、资源化利用率为导向
的垃圾分类效果考核机制，制
定分类后垃圾效果认定标准，
根据分类垃圾的数量及其效果
进行考核；适时推进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探索完善低值可回
收物补助政策。

据了解，2020 年北京生活
垃圾产生量将达到每天 2.8 万
吨。其中，餐厨垃圾产生量为
每天 2900吨，是生活垃圾处理
的重点和难点。对此，市城管
委固废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丰
台、首钢等餐厨垃圾集中处理
厂正在建设，尽快实现投产，已
经建成的餐厨垃圾就地处理站
的运营管理也要进一步加强。
另外，北京还将尽快实现昌平、
通州、房山等生活垃圾焚烧处
理设施的点火投产。到“十三
五”末期，规划生活垃圾处理能
力将达到 3万吨/日，基本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

随着非首都功能疏解以及违建拆除、棚户区改造
等工作的不断推进，产生了大量建筑垃圾。数据显示，
北京建筑垃圾年运输量达 4500多万吨，其中 85%是开
槽土，需要资源化处理的建筑垃圾约有 600万吨，而北
京建筑垃圾年资源化利用能力不到 300万吨。规划要
求，“十三五”期间建筑垃圾规范处置率力争达到 85%。

“十三五”期间北京将强化建筑垃圾末端治理，目
前已规划 6 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其中位于石
景山的首钢项目去年 8 月已建成投产，年处置能力为
100 万吨，今年生产的 8 万吨粗、细骨料已应用在首钢
东门至门头沟的长安街西延道路建设。位于大兴的项
目预计年底完成主体建设；丰台、房山项目前期工作基
本完成，预计年底开工建设；海淀、朝阳的项目也将在
年底立项。另外，还计划适时在密云、通州、昌平规划
建设 3 处建筑垃圾处理厂。届时北京基本能够平衡年
建筑垃圾处理。

在广东东莞对口援建下，新疆图木舒克市加快城镇化建设，打造宜居宜业新城——

南 疆 大 漠 小 城 美南 疆 大 漠 小 城 美
本报记者 张建军

北京

：生活垃圾将适时强制分类

﹃
十三五

﹄
期间建筑垃圾规范处置率力争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在敦煌，工作人员展示通过免费 WIFI登录提供敦

煌旅游服务的 APP 客户端。今年以来，敦煌市将无线

城市建设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项目，游客进入

敦煌城区后可随时随地免费 WIFI 上网，同时，可在线

上享受各类旅游服务。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三年提升行动
方案》《厦门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工作
方案》《厦门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管理
办法》《进一步深入推进“门前三包”工作
的意见》⋯⋯今年，厦门市陆续出台了一
系列文件，打出一套全面提升城市市容环
境管理的“组合拳”，明确将用 3 年的时
间，实现城市市容环境全面提升。

“这套‘组合拳’将从硬件和软件两个
方面着手。”厦门市文明办主任黄鹤麟介
绍说，硬件上，市政环卫设施将实现全面
升级，实行“桶车直运”，改革垃圾分拣收
运系统，解决以往垃圾运输中出现的“跑、
冒、滴、漏”、臭气、作业扬尘等一系列问
题；软件上，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
推进垃圾减量化和无害化、资源化处置。
同时，加大舆论宣传和学校教育力度，提
高市民文明素质，厦门市环卫作业也将在
未来 3年内有新的变化。

“门前三包”有了升级版

上世纪 90 年代，厦门市是首批实行
“门前三包”制度的城市之一。传统的“门
前三包”是指“包卫生、包秩序、包绿化”，
曾在开展文明创建、提升市容管理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现在，厦门市委、市政府
对这一制度进行升级，“三包”的内容升级
为“包卫生、包秩序、包设施”，在强调沿街
单位和个人落实门前市容卫生管理责任
的基础上，强化单位和个人的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自我承诺。

湖里区江头街道祥店社区祥店路是
厦门市“门前三包”制度实施的示范街之
一。放眼望去，整洁的街道、齐全的公共
设施，让人心情舒畅。漫步其中，一边是
别具闽南风情的古厝，一边是繁华的现代
商业街，别有一番情调。很难想象，这里
曾是居民厌恶的脏、乱、差街道。近年来，
湖里区江头街道祥店社区运用“美丽厦门
共同缔造”的理念和工作方法，对“门前三
包”工作进行再提升，因地制宜地探索出

“共谋、共建、共管、共评”的社区治理模
式，实现商家和居民从“自扫门前雪”到

“我爱我家”的转变。
厦门市行政执法局局长吕庆端介绍

说：“升级版的‘门前三包’制度，‘核心是
共同、基础在社区、群众为主体’，升级版
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管理内容上。原来的

‘包绿化’是要求沿街单位和个人负责责
任区范围内的花草树木生长良好，维护绿
化设施完好；如今，‘包设施’的外延进一
步扩大，将门牌号、广告招牌、夜景灯光、
绿化设施等都纳入了管理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升级后的“门前三
包”，将对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实行双
重管理制度，即在沿街单位和个人与镇

（街）签订承诺书的同时，要求物业服务企
业也应与镇（街）签订管理责任书，明确物

业单位的保洁和管理劝导职责，杜绝物业
“袖手旁观”现象。

为保证“门前三包”升级版得以顺利
推行，厦门市将通过建立管理信息库、充
分发挥基层力量、完善全流程工作制度和
建立完善监督考评制度四大措施同步实
现“管理升级”。

垃圾管理实现一体化

垃圾治理是城市管理的一大难题，推
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工作是城市管理工作
的现实需要。数据显示，2015 年厦门日
均产生生活垃圾约 4200 吨，人均约 1 公
斤。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展，厦门的生活垃
圾量每年大约以 10%的速度持续增长。

“垃圾管理看起来好像简单，做起来
其实很难；开始做就不简单，坚持做就更
难。”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局长吴明哲说，经
过长期的探索和试点，厦门市总结鼓浪屿
龙头路、集美海凤社区等试点工作经验，

并借鉴国内外经验，提出了建立“垃圾前
端、中端、末端处置一体化”的城市生活垃
圾管理新模式。

新模式首先将垃圾分类作为突破
口。在前端，重点是推进垃圾分类和垃圾
减量。垃圾分类方面，将生活垃圾分为可
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4 类，并且统一配置分类投放设施。一方
面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开展上门回收，
另一方面建立以社区回收为基础的再生
资源回收网络，通过经济手段调动市民和
保洁员分类积极性。

垃圾减量方面，努力实现“陆上垃圾
不落地、河湖边垃圾不入水、海漂垃圾不
入厦”。同时，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理
念，减少过度包装和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加大“限塑”管理，从源头上减少生活垃圾
的产生量。

清洁直运是新模式的第二个突破口，
为此，中端就是要按照“属地管理”“桶车
对接”的原则建立分类直运体系，即在全

市规划出若干条垃圾收集线路，垃圾转运
车按照线路定时定点收集沿线的垃圾，直
接运送到大型压缩中站或垃圾处理厂。

“目前垃圾转运采用的是‘小接力’转
运模式，即垃圾按照从小区到清洁楼、再
从清洁楼到压缩中转站或垃圾处理厂，中
间存在着二次污染，且清洁楼的日常作业
会影响环境和周边居民。”吴明哲表示，垃
圾分类直运体系将实现垃圾不落地、不外
露、不抛撒和全程分类，不仅能有效解决
以往垃圾转运模式存在的多种问题，还可
进一步盘活环卫设施，解决环卫设施不足
的问题。

最后，妥善处理垃圾分类的“最后一
站”，在末端实现已分类的垃圾绝不混合
处理。

按照这一思路，2016 年底，厦门市将
建立垃圾分类体系，完成环卫设备升级；
2017 年，试点分类收运示范线路；2018
年 1 月，开始全面推行垃圾分类。目标是
到 2020 年，厦门岛内垃圾分类覆盖率力
争达到 75%以上，岛外力争达到 50%以
上，人均垃圾产量实现“零增长”。同时，
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达到 70%以
上，无害化处理率将达到 100%。

环卫作业全面升级

“通过努力，厦门城市管理将力争实
现 5 大变化：即清扫保洁管理责任将更加
明确，道路清洗标准将进一步提高，垃圾
转运过程将更加环保，垃圾处理方式将更
加科学，环卫基地管理将更加精细。”吴明
哲表示，为此，厦门市将率先推动环卫作
业全面升级。

首先，将全面更新环卫作业设备，大
力提高机械化清扫作业率。其次，对全市
垃圾桶进行更新升级，传统清洁楼也将不
再作为垃圾中转站，彻底解决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第三，力争年内完成东、西部垃
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建设，2018 年底，使全
市生活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达到 4000
吨，焚烧处理率达到 80%以上，无害化处
理率保持在 100%，原生垃圾基本实现

“零”填埋。
此外，厦门市将结合智慧城市、智慧

市政建设，建立环卫和垃圾收运处理基础
数据库，建成具有环卫保洁、餐厨垃圾、垃
圾分类、末端处理等模块，融数据查询、统
计分析、监控跟踪、调配调度等功能为一
体的智慧环卫平台，推动环卫作业的全面
升级。

厦门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美丽
的风景和舒适的生活环境一直是厦门人
民的骄傲。2015 年厦门再次荣获“全国
文明城市”荣誉称号，这是厦门第四次
获得该荣誉。随着城市管理工作的不断
提升，相信未来厦门这座海滨城市将更
加美好。

图为市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草湖镇公园游玩。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敦煌：游客在城区免费上网

◁ 台风“莫兰蒂”造成

厦门市树木大量倒伏、垃圾

增多。依托高效的城市治理

体系，厦门在很短时间内就

恢复了整洁。 中 鑫摄

▽ 针对辖区内的乱堆

乱放等问题，厦门市行政执

法局队员进行现场处理。

叶蓓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