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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五大重点”，全面推进创卫工作

魅魅力力市市中中，，悠悠悠悠老老城城现现 美美丽丽新新颜颜

每每位位居居民民都都是是创创卫卫参参与与者者
市中创卫成果之花开遍社区

如今的市中区，正一天天发生着翻
天覆地的变化。小区整治绿化后变美
了，占道经营被取缔后道路更畅通了，
露天烧烤经过整治，居民的油烟困扰没
有了。魅力市中，悠悠老城，正逐渐展现
出美丽新颜。

本报见习记者 范佳 通讯员 朱振

本报见习记者 范佳 通讯员 朱振

城市环境变美了，最终受益的是每一位居民。如今，市中区的创卫成果之花开遍各个社
区。人人关注创卫，人人参与创卫。居民不禁拿起DV，把家门口的美丽记录下来。更多的志愿
者被吸引加入进了维护社区环境的队伍中来。

全区部署

确定“五大重点”，提升卫生水平

在今年的创卫工作中，市中区把改进薄
弱环节、解决突出问题作为主攻方向，瞄准
了农贸市场、城乡接合部、背街小巷、“五小”
行业、占道经营等“五大重点”，进一步提升
环境卫生水平。

市中区相关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对农贸
市场进行改造提升和综合整治，完善顶棚、
道路、上下水等硬件设施，配齐果皮箱、垃
圾收集容器等环卫设施，督导经营业户生
熟分开经营，商品划行归市，摊位摆放整
齐。同时，相关单位做好经营业户的审核发
证工作，做到证照齐全、亮证经营、规范经
营。

城乡接合部环境卫生管理是创卫的难
点。市中区要求，临街的破旧房屋、残垣断壁
都要进行整修装饰，沿街墙体要进行粉刷，
张贴宣传标语。同时，在城乡接合部增设果
皮箱、垃圾收集站等环卫设施，拆除敞口垃
圾池，解决垃圾“落地”问题。

对城区内尤其是老城区的背街小巷，市
中逐街、逐巷、逐片地进行拉网式整治提升。
并要求各相关单位坚决拆除残垣断壁和违
章建筑，维修粉刷立面污损、影响观瞻的沿
街墙体。落实居委会、物业管理单位的责
任，市中建立了专人保洁制度，实行24小时
保洁，做到垃圾日产日清，道路整洁，无杂
物和卫生死角，并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对“五小”单位，市中区将采取拉网式排
查，通过“整顿一批、巩固一批、取缔一批”
的方式，加大整顿规范力度。对于马路市场
及摊点群，市中区严格取缔城区主干道上
的占道经营等行为，引导业户进入正规市
场经营。早市、夜市、大排档，要按照规定时
间经营，并严格管理，确保闭市期间的环境
卫生。

整治露天烧烤

道路畅通了，环境整洁了

今年4月份，家住馆驿街附近的居民惊
喜地发现，楼下的露天烧烤纷纷搬进了屋，
再也不用为呛人的油烟和嘈杂的人声烦恼
了。

4月份以来，天气转暖，摆摊设点、占道
经营、露天烧烤等现象有所抬头。市中区政
府为此召开了以市容环境秩序综合整治为
主题的创卫工作推进会议，各街道办事处、
各有关部门按照区政府的部署要求，集中力
量开展了以消除占道经营、露天烧烤等严重
影响市容环境秩序突出问题为主要内容的
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以宣传教育为先导，采取部门
与办事处联动、多部门联合执法等方式，共
出动执法人员1870余人次、车辆425台次，对
全区主要道路及重点部位的露天烧烤经营
业户进行不间断巡查及盯守，规范露天烧烤
226处，全区95%的烧烤业户安装了油烟净化
设备。

5月下旬以来，共清理占道经营56处、取
缔露天烧烤36处，清理背街小巷及城乡接合
部垃圾死角490余处，均未出现反弹、回潮现
象。

为确保整治效果，市中区政府分管城
管、卫生的两名副区长以及区城管局局长、
卫计局局长分别带队组成4个督导组，每晚
对全区市容环境整治情况进行全面督导检
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调度、即时整改。

行动开展以来，以往随处可见的“马路
烧烤”得到有效整治，露天烧烤导致的空气
污染和油烟扰民现象明显减少，城区主次街
道变得干净而通畅，夜间市容环境秩序有了
极大改观。

全面消杀“四害”

有效控制病媒生物密度

市中区采取多项措施消杀“四害”，有效
地控制了全区病媒生物密度。

在对病媒生物孳生地的整治上，市中区
发动各街道办事处、驻区单位干部职工和辖
区居民群众，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力
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清除辖区单位、居
民小区、农贸市场、城中村、城乡接合部、背
街小巷等卫生死角，清理楼道、房前屋后堆
积的杂物和各类闲置容器积水，彻底消除了

“四害”孳生地。
同时，进一步完善全区的病媒生物防治

基础设施。市中区政府高度重视病媒生物防
治工作，把防治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创卫

以来，市中区共投入病媒生物防治资金335万
余元，为“八小”行业安装防蝇帘9000余幅；
安装灭鼠毒饵站5万个，投放灭鼠毒饵盒2 . 3
万个；发放灭鼠药7000公斤，灭蚊、蝇、蟑药
9000公斤，喷雾器430台。

此外，市中区还多次邀请省、市病媒生
物防治专家，对辖区内各街道办事处分管领
导、城管科长、居委会主任、驻地单位分管人
员等进行病媒生物防治基础知识培训。深入
社区、单位、学校、农贸市场、“八小”行业等，
按照创卫标准，对病媒生物的防治方法、设
施设置等进行现场指导和督导检查，使病媒
生物防治工作人员的防治技能和区综合防
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网格化管理

无遗漏、无缝隙整治“四小”

在对“四小”的整治上，市中区采取“领
导包科室，科室包街道办事处”的网格化管
理模式，明确分工，责任落实到人。

分五个大组对辖区17个街道办事处公
共卫生场所的小美容美发店、小旅馆、小浴
室和小歌厅茶座进行认真、全面、细致的拉
网式排查整治工作，监督员深入大街小巷，
挨家挨户进行监督检查，做到无遗漏、无缝
隙开展“四小”整治工作。

针对“四小”行业采取“四统一”模式，即
统一卫生制度、卫生信誉度公示、禁烟标识、
消毒规程，全部免费发放给公共场所经营业
户，并为各理发场所免费配备了皮肤病专用
工具箱。对“四小”公共场所单位免费健康查
体、监测，确保亮证经营，持证上岗。

针对无健康证、制度不健全、卫生不达
标等问题，及时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责
令其限期整改到位，并落实量化分级公示制
度。努力提高消毒设施到位率、卫生制度健
全率、健康证持证率。对新开业、新发现的公
共场所经营业户，做到发现一家，规范一家，
发证一家，不留死角，以确保“四小”单位的
全覆盖。

通过集中再整治再规范，市中区公共场
所卫生状况得到全面提升，卫生许可证持证
率100%，从业人员健康证持证率100%，卫生
信誉度等级公示率100%，努力实现卫生监督
承担的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卫生等创卫任
务全面达标。

普及健康教育

宣传深入社区每个角落

市中区在健康教育的宣传上，深入辖区
的角角落落。

市中区制作安装了500块健康教育宣传
栏，对辖区过期、损坏、涂鸦的宣传栏进行拆
除和更新。设计制作了预防肠道传染病和中
东呼吸综合征的宣传栏50块，在重点区域进
行安装。

此外，市中区严格按照《创卫健康教育
检查标准》，对健康教育必查和备查单位进
行不间断巡回督导，并对督导单位进行宣传
资料发放。对舜华、舜雅社区居民进行《健康
素养66条》讲座，并发放盐勺、油壶和宣传资
料。

今年4月份是我国第27个爱国卫生月，
市中区上下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扎实推
进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在活动中，共发
动社会各界人员14600余人次，制作宣传展
板500多个，发放各类宣传材料3 . 6万余份。

强化督查

创新机制实现常态长效

市中区强化督查力度，推进机制创新，
进一步提升创卫水平，实现常态长效。

市中区在区创卫指挥部5个督导组日常
巡查的基础上，又成立了由两位分管区长和
城管局、卫计局局长分别任组长的4个区级
层面的督导组，进一步加大了督查力度，特
别是加大了对重点路段和部位的夜间巡查
督导，每晚7时起进行两个多小时的巡查，实
行现场调度、即时整改。

5月底，市中区委托市创卫评审专家对
全区17个街道办事处分级创卫情况进行了
暗访检查，大部分办事处创卫水平较前期有
了大幅提升，11个街道办事处暗访得分在
800分以上，辖区市容秩序、环境面貌明显改
善。

市中区坚持抓好治标与治本相结合，通
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和条件，通过治本实
现常态长效。在全区17个街道办事处开展分
级创建活动，按照国家卫生城市综合评价评
分标准，每季度实施一次暗访，将暗访成绩
计入年底科学发展综合考核得分，实现创卫
工作常态化。

5月29日，市中区召开了城管重心下移
工作会议，印发了区委区政府《关于推进城
管执法及城郊环卫工作重心下移的意见》，
将城管执法中队和城郊环卫所纳入街道办
事处统一管理，为全面构建起“属地管理、权
责明晰、条块联动、监管有力”的城市管理体
制机制，实现城市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提
供了制度保障。

【数据看市中】

截至2014年底，市中区整治提升老旧开
放式小区101个、棚户区10个，对53个城中村、
城乡接合部和5个城市出入口周边进行环境
卫生清理。

分类整治了14处农贸市场，将20处马
路摊点群改造升级为便民市场和食品摊贩
便民点，规范提升露天烧烤摊点284户，按
照创卫标准对4094家“八小”单位进行规范
提升。

完成了63条道路的统一整修，对全区668

万平方米的主次道路、支路街巷进行全时全
域全方位保洁，栽植补植行道树70余万株，集
中布置花卉24 . 5万株。

设置果皮箱1200个，对30处垃圾大箱、8

处垃圾池、53座旱公厕进行整改；安装健康教
育宣传栏500余块，设置灭鼠毒饵站5万余个，
投放灭鼠毒饵盒2 . 3万余个。

玉函南区 居民拿起DV，喜拍社区变化

“我在这住了十七八年了，现在
的社区环境是最好的。”如今，玉函
南区居民董恩华出门总喜欢带上
DV，拍拍小区越来越美的环境，拍
拍清扫卫生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董恩华介绍，5年前她从单位退
休，因为爱好拍视频，孩子专门为她
买了一个DV相机。“2014年初街道
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许多居民在
社区清扫垃圾，我们家楼下之前堆

积的杂物也慢慢清理干净，后来这
块空地就被种上草坪。”看到楼下原
来脏乱的垃圾堆变成绿油油的草
坪，董恩华拿起相机拍了起来，越拍
越觉得社区的环境正在慢慢发生变
化。

后来她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只
要出门就顺手带着相机。看到身边
志愿者清理卫生，她拿起相机拍；看
到居民楼下建了草坪，她拿起相机

拍；看到社区小花园的植物开花，她
也拿起相机拍。一年多来，社区大大
小小的变化都被她记录在相机里。

董恩华笑着说：“我从一开始就
住在这里，我们社区的环境从没像
现在这样干净漂亮。我以后还要继
续拍，把社区的变化一点点都记录
下来。还要做个动感相册，让大家都
记住社区的美，更加爱护社区的环
境。”

兴济河小区 楼道穿新衣，小区披新绿

“咱小区变得这么美，大家心里
别提多高兴了！”兴济河小区居民
王先生笑着说，为此大家还专门
做了一面锦旗和一封感谢信送到
了市中区十六里河街道办事处，
表达对街道创卫成果的感激之
情。

兴济河小区属老旧开放式小

区，居住人员复杂、卫生基础设施薄
弱。创卫以来，十六里河街道下大力
气对小区卫生环境进行整体改造提
升，累计投入500多万元。

对兴济河小区三区、四区的损
坏道路及楼前院内地面进行了修补
和硬化，统一粉刷墙面3万多平方
米，针对清波路及小区部分路段规

划90多个停车位，重新绿化修整花
池十余个，彻底清理了小区楼道杂
物和卫生死角，建成了生活垃圾清
运长效机制。

小区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成
为“水清树绿、路畅街净”的宜居小
区，广大居民真正享受到了创卫实
惠。

七东社区 社区微循环，真正流通起来

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初建成的老
旧开放式小区，市中区七里山街道七
东社区正在由内而外地发生着蜕变。

据悉，七东社区是1981年建成的
老旧开放式小区，社区环境配套设施

相对落后。自全市开展创卫活动以
来，七东社区居委会主任王美华每天
早上7点和工作人员一起先到居民家
了解情况，挨家挨户做工作，不厌其
烦地宣传这次创卫的意义和标准。

在街道和社区的努力下，七东
社区四区、五区拆除60多处违章建
筑、100多处私圈乱占，硬化了5000
平方米道路，实现了道路交通微循
环，小区面貌换了样。

尹家堂村 以创卫为契机，新建健身广场

“村里有了健身广场，以后我们
跳广场舞可有地方去了。村里真是
越建越气派了！”看着村里的巨大变
化，尹家堂村民无不鼓舞振奋。

结合当前开展的创卫行动，白

马山街道尹家堂村对腊山河北侧一
空闲地进行清理，筹集8万元对地面
进行硬化，修建一处约1500平方米
休闲广场，为居民创造一处健身、休
闲、娱乐的场所，不仅丰富了居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提升了周边
环境。

目前小广场地面已硬化完毕，
正在砌垒围挡，后期将陆续添加各
类健身器材。

魏家庄社区 助力民康街餐饮店“后厨”大改造

近日，针对提出的餐饮店、“五
小”门店后厨环境、物品摆放等问
题，魏家社区在所辖区域民康街内
开展相关检查及整治活动。

社区工作人员有的一手拿着垃
圾袋，一手拿着夹子，有的提着喷
壶，有的拿着铲子，在小区的各个角

落，捡拾白色垃圾，清除小广告，清
理卫生死角。

社区工作人员在检查督导餐饮
店整治过程中，发现两家餐饮店后
厨仍有需要整改的地方。墙面灶台
油垢污迹较多，地面污水、菜叶未及
时清理。

魏家庄社区居委会全体工作人
员和办事处工作人员一同对两家餐
饮店的后厨进行大冲洗大改造。工
作人员自备碱面，拿着钢丝球、抹布
等卫生工具在餐饮店展开了一场

“后厨大战”。经过4小时奋战，两家
餐饮店后厨卫生有了明显改善。

社区里的“蓝马甲”
志愿服务为社区环境增添新彩

在玉函南区，常能看到一
支“蓝马甲”队伍，戴着手套、口
罩，拿着笤帚、簸箕，为小区的
整洁美丽付出辛勤的汗水。他
们是“黄承义”蓝马甲服务队的
志愿者。小区居委会主任赵惠
感慨：“小区从最初的脏乱差到
如今的整洁如新，志愿者们贡
献出了很大力量。”

提起这支志愿者团队的来
历，要从黄承义老人说起。他是
社区最先响应号召参与创卫工
作的居民。赵惠说，清理过程
中，居委会拍摄了很多照片，发
现几乎每张照片都有老黄的身
影，“居委会以此为契机，成立
了服务队，不光清理卫生，平时
还帮居民做些服务工作。”

赵惠介绍，目前服务队的
20多名志愿者负责小区43栋楼
的卫生。“上午下午各有两队，
每次各清理两小时，他们常常

加班，就怕少扫一片树叶，少捡
一团废纸。”

去年9月，居委会为黄承义
等9名志愿者申请了“公益岗”，
每月发放1500元补贴。赵惠回
忆，老黄起初不同意，他说给他
钱他就不干了，后来了解相关
政策后才勉强接受。黄承义常
说的一句话便是，“我是小区一
分子，小区干净也就等于我家
干净了。”

干了18年居委会主任的赵
惠坦言，小区里组建的这支20

多人的志愿者队伍，有着太多
的不易。最初，居委会刚开始着
手清理小区环境卫生时，有些
居民并不理解。

居委会工作人员只能自己
动手清理，啥脏活累活都干，后
来居民切实感受到了小区的变
化，也被带动着加入到了维护
小区环境的队伍中来。

小小创卫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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