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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同期声

包璇漪

杭州富春路城星路的交叉口，继
今年4月后，路面又一次塌陷了。

据说是因为附近某在建工地桩基
连续墙漏水，导致地底泥沙流失，引起
地面沉降。万丈高楼平地起，能否经得
住风吹雨打，地下功夫很要紧。

这些年，公众对“地下”的关注，
除了建筑安全，还有地下管网。一场
大雨过后，内涝了；马路“开膛破肚”，
附近小区就停水、断电、停气、断网
了。城市通病屡见不鲜，深挖原因，
也清楚明了——我国城市地下管线
种类繁多，有供水、排水、燃气、热力、
电力、通信、广播电视、工业八大类
20 余种管线，由于管理体制和权属
复杂，涉及 30 多个政府部门和单位，
条块分割、多头管理，问题严重。

所以，老百姓头疼的，往往就是路
面“肚皮”打开了，主刀的“医生”来自
不同的部门，各自为政，路面很“受
伤”，给百姓造成的麻烦，也往往叠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人有
办法解决路面“开膛破肚”：在城市主
干道一次性挖掘共用市政管廊，管廊
内包括电力电缆、通信电缆、给水和
燃气管道等，并设专门入口，供维修
人员出入。由于管廊内的管道不接
触土壤和地下水，避免了酸碱物质腐
蚀，延长了使用寿命，并为未来发展
预留了空间。此外，可以避免路面重

复挖掘，且建成后几乎不再对环境、
交通、居民生活等造成影响。

要借鉴，有两件事情要做，一是
地下的“账本”要清楚，二是建设和管
理体制要理顺。

第一件事，马上要有眉目了。今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
意见》，要求 2015 年底前完成城市地
下管线普查，建立综合管理信息系
统，编制完成地下管线综合规划。依
托大数据，“账本”理清不难。我国要
用3年时间，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全
面启动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程。

第二件事，只怕是要推动建设管
理体制的改革。德国各城市成立了
由城市规划专家、政府官员、执法人
员及市民等组成的“公共工程部”，统
一负责地下管道系统的规划、管理、
建设与安全监管等。

眼下，我省正在进行审批制度改
革，地下城建要想高效能开展，摈除
多头管理和各自为政，“一个窗口对
外”该是应有之义。打造公共服务型
政府，坚持问题导向，整合行政资源，
才能把“地下城市”建设搞好。

地下管网建设，关乎政绩观。城
市地上建筑宏伟富丽，那是看得见的
风景；若地下的管网也能留下百年“老
字号”，则更能体现政府官员的民生情
怀，体现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体现权
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政绩观。

“地下”政绩更关情

见习记者 翁云骞

本报讯“想想真是开心，老
凌，我们又可以多资助几个孩子
啦！”初秋的阳光暖暖的，照在杭州
九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公室
里，主任章康伟看了眼坐在对面比
自己年长近 20 岁的退休院长凌红
峰，笑得像个孩子。

两 个 老 伙 计 确 实 有 理 由 开
心。前阵子，由他们二人发起的杭
州九堡“爷爷奶奶助学团”获得了
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颁发的现金
奖励 1 万元。在过去的 3 年时间
里，这个自发成立的民间助学团结
对资助了丽水龙泉 90 余个家境贫
寒的孩子，资助总金额接近 50 万
元。仅今年上半年，资助金额就达
14万元。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2011 年底，凌红峰偶然得知，

龙泉有不少贫困家庭孩子，每天只
有三四元钱生活费，顿顿吃包心
菜，甚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深
受触动的凌红峰找到同为丽水人
的同事章康伟，希望能够牵线搭
桥，为孩子们提供一些资助。

章康伟联系上在龙泉关工委
工作的朋友，了解之后，发现情况
完全属实。“有些孩子父亲生病，家
里全靠母亲维持。有些孩子父母
离异，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家里唯
一的经济收入就是地里种的几样
蔬菜⋯⋯”看着从老家传回的材
料，章康伟心中很不是滋味。

没有任何犹豫，二人发动几个
亲戚朋友，把第一笔钱款打到了龙
泉，高中孩子每人 2000 元，初中孩
子每人1000元。

可谁也没有料到，这么一颗小
小的慈善种子，很快迎来了盛大的
花期。10 个、20 个、30 个⋯⋯越来
越多热心人（大部分是老年人）加
入到了章康伟和凌红峰的“队伍”
里头。截至目前，助学团规模已经

超过70人。
“那些伢儿真是可怜，凌院长

人蛮好，我相信他。对了，你们不
要采访我了！难为情的！”电话另
一头，家住杭州郊区的陈阿姨有些
激动。

朴素的信任感，将分散在每一
个人心底的小小善意汇聚起来。
也许是某天清晨小区门口的偶遇，
也许是不经意间由一件小事延伸
开去的交谈，那群山村少年的困
窘，变成了大家共同的关注。

“每次谈到丽水那边的情况，
我都会主动跟对方讲，捐款这个事
情没有回报的，你想清楚。”在凌红
峰看来，很多老人都会做善事，但

是目的不一样，所以一定要说清
楚。

“我们收了钱一般也不会提供
收据，其实有些老人家自己也觉得
麻烦，不要的。”章康伟笑着补充。

奇怪的是，这种看似粗放、随
意的做法，却收获了更多的信任。
就在记者采访前，杭州滨江一位学
生家长找到章康伟，希望能够与龙
泉那边的小学生结对；更早之前的
一个夜里，某位老人欲言又止地在
电话里说，自己钱不多，但是想捐
一点，捐到上大学也行，就是不希
望透露真实姓名⋯⋯

章、凌二人感到了一种沉甸甸
的责任感。“大家这么相信我们，我

们更要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孩子
们身上。”

可是，作为一次纯粹自发的民
间助学行动，这一点又该怎么保
证？

2012 年年初，龙泉关工委办公
室主任马建云给章康伟发来一份
贫困生名单，一共 14 人。姓名、性
别、年龄、家庭背景⋯⋯各项情况
悉数在列，既翔实又具体。这让章
康伟一下子有了底气。

事实上，每一次马建云把助学
款发到孩子手中时，都会逐一拍下
照片，让每一个孩子签字，并提醒
杭州这边逐一进行电话核实。“九
堡的老人们太热心了，我们能做的
就是服务！累一点麻烦一点都不
要紧。”马建云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当年 6 月，章康伟和几个热心
的“助学团代表”一道，坐上了开往
老家的大巴车。在龙泉关工委会
议室里，那群接受了结对助学的孩
子就那么真实地站在面前，怯生生
的，目光中满是感激。几位老人当
时就流下了眼泪。

3年来，这样的“探望”，章康伟
组织了好几次。“每次看到那群孩
子，我就感觉到一种被需要的幸
福，真的！”章康伟说。对于老人们
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每逢过年
过节，一个从龙泉来的电话，哪怕
只是聊几句学习情况，都能让老人
们开心很久。

这群节俭惯了的老人，平时往
往连手机都不舍得开，可给孩子们
邮寄助学金的日子却总是记得清
清楚楚。岁月匆匆，他们都希望存
下一份温暖且美好的人生记忆。

“我看，人都是蛮简单的，不是
说付出了就要求回报，只要得到一
点尊重和认可，就能做得更多。”章
康伟感慨地说。

九堡、下沙、乔司、丁桥、临平⋯⋯
如今，这场由汇款单和长途电话串
联起来的爱心奇迹仍在继续。

杭州老人助学团资助90余名贫困生

白发衷肠暖寒门

图为助学团与受助孩子在一起。 翁云骞 摄

本报讯 （浙江在线记者 陈丽
丹） 2014“治水美镇·浙江样本”大型
网络互动活动于上周完成专家评审，
结合网络、微信、短信、治水DIY明信
片投票情况，50 强名单出炉，秀洲王
江泾等 50 个乡镇（街道）入选，20 日
起公示3天。

“五水共治”是浙江省委、省政
府 作 出 的 重 大 战 略 决 策 ，各 级 政
府按照“十百千万治水大行动”的
要求，投入人力物力展开“五水共
治”攻坚战。由浙江省网信办、浙
江 在 线 新 闻 网 站 、浙 江 城 镇 网 联

合 推 出“ 治 水 美 镇·浙 江 样 本”大
型 网 络 互 动 活 动 ，旨 在 更 好 地 展
示基层乡镇（街道）的阶段性治水
成果，总结与交流治水经验，助推

“美丽浙江”建设。
“治水美镇·浙江样本”50 强分

“工业治污”、“环境改造”、“人水和
谐”、“管水护水”、“秀水魅力”5 类，
代表不同类型的城镇样本。活动自
今年 4 月开展以来，145 个参评乡镇

（街道）积极展示治水特色与亮点。
（《2014“治水美镇 浙江样本”50 强
名单》详见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治水美镇·浙江样本”出炉

文\ 毛珺 舒也文

走出去，脚步丈量民生
140多个社区村站都不落下

“五棵树的故事让我体会到，
只有走出办公室，走到居民身边，
才能了解百姓的真正需要。”笕桥
镇干部李宝楠的民情日记本上记
录了这样一句话。

五棵树的故事发生在笕桥镇
老街小区。这个建于解放初期的
老居民小区有五棵大枯树，树根
扎破居民楼的水泥地，树干紧贴
楼房外立面，大的直径达 80 厘
米，最小的直径也有 50 厘米，树
高近 20 米，且与多股电线缠绕在
一起，是一个个随时可能倒下的
庞然大物，附近居民的心总悬着。

社区党员干部走进小区，现
场查看了每一棵树的情况，随即
联系江干区绿化办、当地变电所，
组织临时停电两小时，引进三层
楼高的脚手架、专业切割设备，采
取树干分段切割的办法，装了整
整 20 车，终于把五棵枯树全部清
理完毕。随后，走访的党员干部
把整个老街小区屋前屋后 50 多
棵绿树全部“体检一遍”，该修剪
的修剪，该加固的加固，小区居民
尤其是老人们纷纷表扬：“这才是
真正的为民服务。”

党员干部只有走到百姓中
间，才能想百姓所想，解百姓所
难。作为杭州城市化推进力度
最大的区域之一，江干全区正处

于“ 改 造 重 建 ”、产 业“ 腾 空 重
塑”、区域“功能重组”转型期。
江干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区存
在大量亟待解决的城市管理和
社会治理难题，基层情况瞬息万
变，百姓诉求各式各样，夜访能
让党员干部更“接地气”，了解一
线情况、及时发现问题、集中民
智解决问题。

据介绍，“周三访谈夜”每个
村社由 1 名区机关干部、1 名镇街
干部和 2 名社区干部组合参加，
在每周三晚 6 时 30 分~8 时 30 分，
轮流走进 140 多个社区、村、基层
站所，走访的方式并不拘泥于单
一的“走”，结合社区和居民群众
的生活实际，有定点接访、上门走
访，有主题座谈、重点约谈，以各
种形式走进最后一公里。

动起来，贴身为民服务
累计访谈群众20135余人次

这 一 周 ，彭 埠 镇 普 福 家 园
138 户居民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
的管道煤气。由于房屋建造时没
有预埋管道，普福家园的 3 幢多
层、2 幢小高层公寓楼一直没能
用上管道煤气。管道煤气经济又
安全，居民们纳闷：为什么别人家
能通？我们小区通不了？尤其是
2 幢小高层公寓楼的居民呼声最
高：每次用居民楼电梯搬运瓶装
液化气上下楼，安全堪忧。

“周三访谈夜”开展后，江干
区委办、区住建局、区开发办、设

计单位等协调单位都来了，齐集
到普福社区召开多轮现场协调
会，设计管道，组织招标，落实施
工，每个部门各司其职，5 月设计
图纸，7 月上马开工，进度一环紧
扣一环，没有停顿。

“瓶装液化气搬来搬去费事
又不安全，一瓶液化气 100 多元
不经用。通了管道煤气，管道一
开随时能用，按照我家用量算了
算，每个月花销只要原来一半。”
普福社区居民陈法堂说。

通过长时间近距离走访，彭
埠镇普福社区干部倪小萍体会
到，“为民服务要看实效，为老百
姓做了哪些事、解决了哪些问题
才是硬道理。”随着走访深入，为
民服务的实效正在展现：原本发
黑发臭的六号港，在干部百姓的
共同努力下，拆除两岸违法建筑
2200 平方米，排污口“灭口”97
个，清理淤泥 1500 余立方米，种
植绿化 8500 余平方米，基本摘除
了劣五类水的帽子；丁桥居民头
痛的公交线路少问题得到改善，4
条新增公交线陆续开通等等。

据统计，“周三访谈夜”启动
至今，全区党员干部累计访谈群
众20135余人次。

这其中，既有面向群众宣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
入学助学、卫生服务、创业融资、
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惠民利民政
策，又有从经济、社会、治理、文
化、生态以及党建六个方面征求
群众意见建议；既有答复解决居

民群众的相关咨询、建议和问题，
又有对社区、居民代表的意见建
议反馈，涵盖城建、城管、征迁、环
保、教育、卫生、交通、民生等 8 大
类问题。

转起来，好机制促发展
收集问题建议及时处理率100%

为保证“周三访谈夜”百姓反
馈问题及时解决，江干区建立了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机制。

建立“网、点”结合的问题协
调解答机制，整合全区 87 家部门
资源，组成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的问题解决网，做到“一问一
答、有问必答”。如建立即时登
记、动态跟踪、限时办结、反馈销
号的管理机制，防止解决问题过
程中出现“卡壳”。

针对全区一些重点难点问
题、共性问题，落实“一事一办、专
项办理”的规定，由经济发展、民
生保障、回迁安置、城建城管、环

境保护等十大部门联合成立问题
破解小组，对各个组团交办的热
点难点问题进行集中研究和解
答。

引入百姓打分环节，满意老
百姓说了算。由当地居民对反馈
问题处置情况、活动开展情况、干
部服务情况进行测评，并组织第
三方测评机构，面向全区各层面
居民进行调查统计和测评，测评
结果纳入党员干部考评。

据统计，“周三访谈夜”收集
征求的 2000 余条意见建议中，问
题建议及时处理率 100%，问题解
决答复率达 92%，基本做到群众
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
着落。

随着访谈活动深入推进，“周
三访谈夜”已经在江干区催生出

“一周工作法”。据介绍，访谈小
组做到一般性问题“一周事，一周
毕”，把摸底、访谈、收集情况、解
决反馈等环节精确分解到每一个
工作日，问题“周周结”。

为民服务延伸到最后一公里为民服务延伸到最后一公里

江干区江干区：：周三访谈夜周三访谈夜 问计为民生问计为民生

·资 讯·

连续 40 多周，每到周三
晚上，江干区全区的 31 位领
导干部、3980 多位机关党员
干部、140 个村社干部，坚持
进村社、入企业、访居民，听事
情、办事情、增感情，事无巨细
为老百姓答疑解惑。

以“周三访谈夜”为载体，
江干区把为民服务延伸到最
后一公里，收获了群众的集体
点赞。

老人在老年食堂里就餐

上门走访社区居民

品质安置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