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城应成为一个城市的标配”

创创卫卫这这场场民民生生大大考考，，给给济济南南 带带来来了了什什么么

济南这座城市在很多
人的印象中是矛盾的。文人
骚客笔下的济南“颜值”颇
高，“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
山色半城湖”堪比江南。“湖
干烟乱柳毵毵，是处桃花雨
半含”活脱脱一幅不用着色
的美图。老舍也不惜笔墨抒
发对济南的喜爱，说她胜过
伦敦、北京。

但济南老城在现代化
的过程中，城市的环境又在
经历考验，甚至有人吐槽济
南是“大县城”“脏乱差”。有
的老旧小区小广告贴满楼
道，不少街道露天烧烤的呛
人烟雾一飘就是一整晚，还
有无人清理的垃圾死角、挡
住出路的马路市场，厨房满
是污渍、食材说不清来源的
无证餐馆。

济南人对环境卫生的
追求已经持续了20年。从上
世纪90年代初，济南开始争
创国家卫生城市。

去年，济南启动新一轮
的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
城管、卫生、食药监、市政等
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各个政
府部门，最基层的街道办、
居委会都开启了创卫模式，
全面整治垃圾死角、农贸市
场、露天烧烤、小餐饮、街头
摊贩。

说创卫是个民生大考，
这个比喻一点不夸张。从
国 家 卫 生 城市创 建 的 指
标体系来看，千分制、147
个暗访点、十大项技术指
标，都是紧紧围绕老百姓
的出行、吃喝安全、新鲜空
气的吸入、垃圾粪便的无害
化处理等。

这些指标、标准都围绕
老百姓的卫生、健康问题而
设立，而且过程是严谨的、
动态的，要通过方方面面的
管理和实际情况的考验，而
且要经过暗访、复查等多次
评分。

不要小瞧国家卫生城
市的考核标准，这可是城市
环境卫生的顶级评价，而且
越来越多的城市都通过了
这个考核。

“卫生城市已经成为一
般城市的‘标配’。”省委常
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
说，从全国来看，国家卫生
城市是衡量一座城市建设
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目前国内许多省会城市、大
部分副省级城市和我省大
部分市都已成功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

作为省会城市的济南，
成为国家卫生城市，让城市
的环境达到国家标准，让
居 住 其 中 的市民 真 正 享
受国家级的环境卫生，无
疑是一个必答题了。济南
市创卫以来，也正在满足
民生之需，一些市民反映
多 的 老 大 难 问 题 得 到 了
相应的解决。

孟宪兰是大纬二路和经七路
部分路段的“路长”，除了上班时
间，上下班路上也不忘看看路两
边的环境卫生。春园里社区八平
方公里被编织为一个大网格，下
面分成三个中网格，中网格下再
根据路段分成三到五个小网格，
每个网格都有相应的负责人，在
中网格里也有路长作为负责人。

“这样整个社区都被网格覆盖了
个严实，有问题能找到特定的负
责人，工作效率提高不少。”

孟宪兰说，“路长”里还有不
少人是楼组长，这些人的加入弥
补了居委会力量的不足。孟宪兰
觉得，大家“抛家舍业”地投入到
创卫工作中，自然希望创卫成果
能长久维持下去。“打算把现在这
种管理办法一直保持下去，也习
惯了这种状态。”孟宪兰说，现在
她们把沿街巡看当成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时刻绷紧一根弦盯紧有
可能回潮的苗头，把可能出现的
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创创卫卫不不是是一一阵阵风风
他们说，济南这样做才能一直美下去

本报记者 王皇
见习记者 王小蒙 范佳

风景美对一座城市
而言是锦上添花的运气，
而环境卫生则是一座城
市美的基础，是“标配”。
创卫对济南而言，无疑是
场民生大考，环境卫生
了，居住其中的人才能享
受更健康的生活环境，吃
得放心、住得安心、行得
舒心。

创立国家卫生城市应该是场永
不结束的民生大考。济南市爱卫办
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经
过暗访、综合技术评估公示、专家再
评估，进行命名后，创卫仍将经历再
暗访和再评估。在这个过程中，如果
达不到750分仍然要淘汰。

创卫的考核中，很大一部分内

容涉及长效卫生管理制度的健全。
经过创卫的整个过程，政府部门也
在创新管理方式。据济南市新闻发
言人刘勤透露，为巩固大家辛勤努
力得来的成果，济南将出台建立城
市管理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有关
部门正在着手调研。

刘勤说，济南保持创卫工作长
效的做法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就是

“法治、善治、自治”。在法治方面，正
在制订《城市管理标准化建设实施
意见》，将城市管理工作划分了46个
方面340多项，制订了明确的标准和
考核依据，用标准化来提升城市管
理的精细化、推进长效化。

在善治方面，推行“路长负责
制”，实行一路一长，明确了8项工作
标准和5项工作流程，把责任细化落
实到人。针对垃圾死角治理、公厕管
理等容易出现反弹回潮的方面，要
求每个区根据各自情况，逐条逐项
拿出解决办法。比如在容易出现垃
圾死角的区域，要求配齐环卫设施，
明确专人收运管理，确保日产日清。

在自治方面，依靠市民群众管
理城市，做好社会动员，号召大家做

城市的文明使者。同时加强市民对
城市管理工作的监督，对市民反映
的问题，做到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
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

谁不希望自己生活的城市好？
“城市是我们生活的地方，环境整
洁、干干净净，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王文涛曾这样谈他对创卫的理解，
如果每个人都觉得幸福，济南一定
好。济南好，大家一定好；大家好，济
南才能好。创卫是好的，但真正能让
市民叫好，还需要讲究方法。

从“为民、惠民”的出发点去创
卫，“靠民”来爱护城市环境卫生，清
理城市脏乱差时“不扰民”做好疏
导，创卫才能真正创到市民的心里
去。

每天出门，市民体会最多的
莫过于济南的路。济南的路曾险
象环生，路面被碾轧出了坑槽，井
盖沉降太厉害，有的直接被盗走，
人行道表层被侵蚀变得凹凸不
平，路灯不亮，部分路段排水不畅
遇雨必涝。这些都曾是马路杀手，
给市民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

不过，创卫期间，济南的路正
在改变。2014年全年，济南市市政
部门完成了542条道路的综合整
治，修补了74 . 4万平方米的坑槽。
原计划更换5000个的非标井盖实
际更换量远超预期，达到了15000
个。新增的路灯也有8315盏。铜元
局前街等5座危桥完成维修改造。

2015年，济南的路面仍在变
化。还将更换1万个隐患井盖，继
续对市政设施进行维护，实施隐
患路段和路面坑槽、检查井、杆线
和路灯设施的专项整治。部分没
有路灯的背街小巷能在今年点
亮。

除了马路杀手，还有马路市
场堵路。不过，家住联四路的孙女
士近日惊喜地发现，占道摆摊的
少了，道路变得更加通畅了。

而在过去，由于路两边都是
居民小区，一到下班的点路两边
的流动商贩挤满了机动车道，最
窄处仅容一车通过。她每天下班
回家路过此处，都要小心翼翼走

“S”形穿过，短短的一段路要花费
十多分钟的时间。

创卫期间，济南市采取划定
流动食品摊贩经营区域和时段、
设置早夜市等措施对马路市场、
流动食品摊进行整治。像联四路
这样占道经营的小摊贩退路进厅
或入点，大都不再占道影响通行。

将流动摊贩规范进临时便民
摊点和临时便民市场，也给附近
居民提供更多便利。天桥区城管
局去年开始，陆续在辖区内设置
20处临时便民市场和54处临时便
民摊点群，安装隔离护栏、规定好
摆摊时间，还安排专人管理，以防
商贩“溢出”马路占道经营。

提起近年来家门口的变化，明
湖小区居民谢女士喜上眉梢：“近年
来，我们的楼道真是大变样了。以前
楼道里堆满了蜂窝煤，还有居民舍
不得扔的各种废旧物品。现在可好
了，小区通了双气，街道办和居委会
工作人员义务帮助我们清运了各种
垃圾。楼道焕然一新，就像住进了新
家。”

与谢女士一样，很多居民都切
切实实感受到了家门口的“楼道革
命”，楼道内干净又通畅，墙壁粉刷
一新，小广告再也没了踪影，开放式
小区顺利进阶花园式小区。

据了解，创卫以来，济南市共整

治居民小区794处、背街小巷600余
条、城乡接合部43处、市容道路142
条，铁路沿线93公里，社区私搭乱建
1423处；粉刷居民楼5997栋、楼道
7363个、墙体203万平方米，新建文
化墙335处、5万余平方米，清理社区
内垃圾4 . 2万处、64 . 6万立方米。

除了楼道变整洁了，家住馆驿
街的王先生还惊喜地发现，楼下的
烧烤摊被“请进了屋”，装上了油烟
分离装置，再也不必为油烟和噪音
苦恼了。据统计，近年来全市共规范
提升露天烧烤1100余处，取缔露天
烧烤439处。

社区是“里子”，道路是“面子”。

老济南市民刘树林感叹着济南的变
化：“不仅社区变美了，城市街道也
愈加整洁靓丽。”

根据济南市城管局统计的数
字，目前全市配置各类作业车辆487
辆、电动捡拾车1100余辆，这些车辆
坚持主次道路一日一冲刷、两清洗、
两普扫、全天捡拾的24小时保洁法，
4423万平方米主次道路、支路街巷
做到“冲、洗、刷、吸”联合机械作业，
机械化清扫率达85 . 4%。

此外，垃圾收运的方式也在转
变，历下区取消了辖区内的垃圾转
运站，全区垃圾统一收运，减少了二
次污染。

济南市民爱吃全国有名。
被叫做“串都”的济南，一天就
能吃掉7吨烤羊肉串、7吨麻辣
小龙虾和400余吨扎啤。吃得
放心是民生第一大考。遍布大
街小巷的小作坊、小食品店、
小餐饮店实惠方便深得市民
喜爱，但其中的食品安全隐患
却不小，食材、摊位、餐馆的食
品安全则是市民最关心的事
情。

原先的芙蓉街街头摊点、
经营人员健康情况、小店铺卫
生都有不少问题，地面垃圾油
污随处见，小餐饮店变更频
繁，排水系统时不时被泔水堵
住。“自从济南申请国家卫生城
市，芙蓉街也被整治啦，以前拥
堵的小道虽然依然拥堵，但是
干净了好多。”经常光顾芙蓉街
的市民张先生说。现在再去芙
蓉街，地面干净了，小餐饮店也
都挂起了公示牌，健康证和餐
饮服务许可证和量化分级在公
示牌上一目了然。

今年年初，聚贤街附近的
市场经过整治重新开放，焕然
一新的市场环境让周围居民
开心不已。“再也不用踩着垃
圾来买菜了。”居民陈先生说。

济南市食药监管部门对
小作坊、小食品店、小餐饮、小
熟食店、小饭桌逐家进行整
治。改革到位不久的食药监管
部门说，创卫使他们真正摸清
了家底。

“最开始问小食品店、小
餐饮店、小食品作坊的数量，
刚接手我们也不好说，但是创
卫这么一摸查，总数有多少，
位置在哪里，食品安全是什么
情况，从业人员是什么情况，
就都有底了。”济南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一位负责人说。

原先流动的食品摊点规
范成了固定便民摊点，在七贤
广场、银座商城南侧、崇华街、
舜泰广场等的餐饮便民摊点
也亮明了健康证和登记证，食
品摊点不再是监管的盲区，而

有了摊位详细信息。
原先在暗处经营的小作

坊、小饭桌也有了监管人员的
检查，餐具消毒、索证索票、后
厨卫生等都有标准进行查验，
符合许可条件的，通过验收发
放餐饮服务许可证，暂时达不
到许可条件，发放食品生产经
营实名登记证进行登记。仅市
中区在整治期间就改进提升
了小餐饮650余户，停业整顿
12户，依法取缔1户。

不仅监管覆盖起来了，食
品安全信息查询也更加方便。
从今年的3月4日开始，济南市
小饭桌的所在辖区、小饭桌名
称、地址、星级信息，都可以在
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官方网站上直接查询。

七里堡、匡山、堤口等农
产品批发市场有了食药所办
公室，每个摊贩都有了分区和
相应的经营证照，产品检测报
告、每日农残检测等成了制度
有了规范。

创城20年

一场民生大考，一座城市的追求

吃：更放心

小餐饮、小作坊、小食品店亮明证照

住：干净了

道路整洁空气佳，老旧小区换新颜

行：顺畅了

马路杀手消灭掉，占道经营少多了

这场民生大考没有结束

“就怕一阵风吹过，济南一夜再回创卫前”，这是济南市民
辛勤创卫后最担心的事儿。创卫期间济南容貌大变样带来了惊
喜，但千万别让它反弹。经历2年的创卫和20年的创卫追求，济
南已经站在了市容市貌的新起点，而怎样让济南一直美下去，
最基层的创卫工作者们最有发言权。他们说，济南人应该保持
爱卫理念，济南市应该有长效的市容市貌管理制度。

本报见习记者 范佳 王小蒙 记者 王皇

与很多社区的志愿者自愿免
费付出劳动不同，玉函南区居委
会为以黄承义为首的志愿者们申
请了“公益岗”，每月享受1500元
补贴。赵惠认为，政府出资买岗
位，将责权利相结合，是一致干好
工作的保证。

“因为志愿者们都有家，长期

定时坚持并不容易。”赵惠说，申
请下岗位后，人员调动更加容易。
一声召唤马上能把志愿者召集起
来。志愿者们分组分片打扫卫生，
责任到人，每天上午、下午按时工
作，形成了很好的运转制度。“每
个岗位是三年期，有利于形成长
期机制。”

如何发动起志愿者的积极
性，董继红也有自己的想法。“小
区里有很多老年人很热心，他
们总说‘反正在家里也没事，出
来转转，打扫打扫卫生，就当锻
炼身体了’。其实他们在家里看
电视更舒服，这么支持我们工
作，是因为居委会和大家建立
了感情。”

董继红来历山路社区当居委
会主任仅半年，已经和社区居民
打成了一片。按照工作日程，她下
午5点就可以下班回家了。但她常
常忙到7点才往家走。下班后，她
拿着马扎往居民堆里一坐，家长
里短地就拉起呱来，渐渐地围上
来很多居民，谈笑间彼此的信任
和联系就建立了起来。

“要想让咱泉城一直美下去，
培 养 孩 子 们 的 环 保 意 识 很 重
要。”山东大学附属中学语文老
师李欣介绍，每年的寒暑假和国
庆节，孩子们都会走上街头参加
环保活动。

“有次学生们打扫完街道

后，有两个平时特别调皮的小
男孩，自发去给路边的一位环
卫工人鞠躬。”李欣说，学生们
在 环 保 活 动 中 进 一 步 关 注 环
保，认识社会，自然而然地树立
起环保意识，便会自觉维护好
身边的卫生环境。

已经六十多岁的辛安，仍然
与同龄的热心市民一道，为济南

“挑刺”“找茬”。辛安他们组成的
市民督导团，手握300的考核分，
在济南市城管执法局对各区城管
部门的考核中占到30%。他勇于
发现问题，大胆给各区扣分。“都
不敢亮丑，怎么能改丑呢？”辛安
希望，督导团能跟城管部门巡查
互相结合，共同寻找一些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

辛安想把市民巡查变成一个

长效的管理办法，历下区打算聘
请他们5年，也是想把这个好的管
理督导办法延续下去。

“再一个就是精细化管理，制
定一个各区统一的操作手册，这
样去巡查的时候能依照手册。”辛
安说，比如规定杂物落在地上不
准超过多少时间，五平米内尘土
不超过7g等等，督导团检查时也
依照手册，才能真正把工作量化、
细化、实践化，才能让创卫成果走
得更远。

济南市城管执法局市民督导团辛安：

勇于亮丑，才能敢于改丑

玉函南区居委会主任赵惠：

责权利相结合，为志愿者发放补助

历山路社区居委会主任董继红：

和居民建立感情，发动大家的力量

山大附中老师李欣：

开展环保活动，让孩子树立环保意识

“路长”孟宪兰：

把路长制网格化延续下去

济南佛山苑小区的街道像
主街一样整洁。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兴隆街道兴隆市场文化墙整治前。 兴隆街道兴隆市场文化墙整治后。 现代化的生活废弃物转运处
理中心。

拆除胜利大街乱搭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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