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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故事

区委报道组 沈鑫 吴怡之
记者 陈培华

本报讯 一张单人床，一个简易
电脑桌，一台电脑，一间淘宝店铺，
组成了嘉兴秀洲区洪合镇重度残疾
女孩史群每天生活的主要元素。记
者见到史群时，她刚刚从“双十一”
的各种忙碌中腾出手来，给自己的
淘宝小店“蔚蓝季衣”更新设计页
面，增添新款衣服。

“‘双十一’当晚，忙活到第二天
凌晨3点多，一早6点又起床了。”史
群一边敲打着键盘一边说，为了抓
住一年中最好的机会，这么做值
得。“一共卖出了 150 件毛衫，是平
日销量的 5 倍。”光顾史群网店的绝
大多数买家记住了她的可爱与热
情，却并不知道史群由于出生时患
有罕见疾病，从小就无法行走，生活
起居需要别人照顾，而她的病至今
都无法确诊。

打开史群的 QQ 空间，里面有
这么一句话：“人们常说上帝给你关
了一扇门，自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你

失去了一样东西，必会在其他地方
收获另一个馈赠，所以请你相信，只
要你坚信着不放弃，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打倒你。”

3 年前，妈妈给史群买了一台
电脑，“原本只想着给她找个玩伴，
没想到她居然能通过电脑创业。”妈
妈说。有了电脑的史群就像多了一
双翅膀，无法行走不再是一种缺陷，
反而让她有更多时间和耐心，慢慢
去认识这个世界。

通过网络，她学会了 PS 制图。
从帮别人的淘宝店铺做美工，到没
日没夜地给自己打工，史群把这个
过程轻描淡写地略过：“接受先天残
疾的现实，就唯有用耐心和努力做
出改变，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
人。”

“这几年，无论是在毛衫实体店
挑选衣服，还是快递邮寄，都是妈妈
一直在帮我打理，感谢她为我付出的
一切⋯⋯”说话间，史群的脸上浮现
出感激和幸福。如今，她最大的希望
是通过努力购买一套楼层较低或带
电梯的房子，减轻妈妈背自己上下楼
梯的负担。记者相信，她的这个心愿
在不远的将来一定可以实现。

秀洲重度残疾女孩经营网店，自主创业

轮椅上，“淘”出新生活

督查聚焦⑦
本报记者 张冰 通讯员 王陈辉

今年的“治水拆违大查访”已经
完成三轮。省 30 个督查组在看到
各地“三改一拆”和“五水共治”取得
突出成就的同时，也注意到各地仍
有一些工作需要改进和推进，最集
中的体现，在“最后一公里”方面。

首先，要让群众早日看到拆出
来的土地改出新貌。今年已是“三
改一拆”行动第二年，政府在总结

“拆”了多少时，更应该考虑“改”的
进度何时能跟上步伐，拆后土地如
何能及时、有效利用起来，让老百姓
看到成效。“改”的成果，显然成为

“三改一拆”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早在今年 6 月，督查组就在温

州瓯海接到当地群众反映，希望政
府能够加快低效用地再利用。拆出
来的土地如何利用，改出来的空间
何时能呈现新面貌，是老百姓最关
心的问题。拆出来的土地如果不能
及时、有效地利用起来，“三改一拆”
的效果显然会大打折扣。

前不久，督查组再次来到这里，
发现部分低效用地已经开始利用。
如当地瞿溪街道河头村的力西特公
司旧厂房，厂房散发的气味及带来
的其他环境问题曾引起周围群众强
烈反感。目前，瓯海区已经将这里
重新开发为皮革市场，原有土地上
的建筑面积增加将近 15 万平方米，
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其次，从源头到“尽头”，治水容
不得半点马虎。

在宁波象山，督查组注意到一
支由 478 人组成的水务员队伍。这
些农村“水官”，在村级水务管理中
发挥水利工程巡查、水利建设管理、
水政监察协管、河道保洁监督、防汛
防台预警、人员转移疏导等作用，保
障水利设施长久发挥效益。

为落实村级水务员补助经费，
象山每年安排县水利专项资金 200
万元。这些钱看似不多，但打通了
水利工作的“最后一公里”。今年台
风“凤凰”登陆象山，鹤浦镇樊岙村
水务员卢志成积极做好防汛防台预
警动员，特别在危房、渔船、养殖户
转移过程中挨家挨户进行宣传，从

而确保基层不伤人、不死人。前不
久，国家水利部专家专门赴象山调
研，对当地这一做法予以充分肯定。

在本年度第三轮督查中，督查
组也发现个别地方在治水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如黑臭河整治力度缓慢，
垃圾河清理后缺乏长效保障机制，

“五水共治”群众参与度不够等，这
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治水的难度在于，从源头到“尽
头”，每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马
虎。无论是上下游之间的协作，还
是区域内的综合治理，还是落实长
效机制，“最后一公里”是所有前期
工作的集中体现，关乎最终成效。

督查组在第三轮督查结束后
还发现，个别地方仍然存在畏难情
绪和观望想法，拆后成效不明显，
改造速度也相对缓慢，拆改结合与
拆用结合远未达到计划中的进度，
甚至在个别地方，违法建筑、老房
子拆除很长时间后，建筑垃圾都没

清理干净，部分群众认为，“三改一
拆”的“最后一公里”走得太慢，太
拖沓。还有人向督查组提出，政府
在争创“无违建”的同时，也应该加
快“三改”的力度。

涉及到“五水共治”，尽管时间
跨度大、项目推进慢、资金不到位等
多种问题都摆在各地党委、政府面
前，但群众同样期待尽早看到“五水
共治”的成果。

连续三轮治水拆违大查访走下
来，2014 年的治水拆违工作即将画
上句号。无论治水拆违，还是督查
走访，都在“最后一公里”的路上，要
确保走好每一步。省委、省政府下
派督查组到各地督查治水拆违后，
各市、县也纷纷成立各自的督查组，
自我检查，自我监督，努力走好“最
后一公里”。也只有走好“最后一公
里”，才能保证“三改一拆”和“五水
共治”取得实效，让浙江的转型升级
组合拳打得更漂亮。

“最后一公里”是关键

本报讯（记者 吴晓鹏 通讯员
陈红 金旭孟）“以前最怕来这里，油
烟呛人不说，满地油污，一不小心，就
容易滑倒。现在好了，到处都清清
爽爽，老大难问题终于解决啦！”说
起高凤路餐饮城后厨的变化，宁波
市北仑区新碶街道牡丹社区居委会
主任王月铭紧锁的眉头舒展了。

王月铭说，高凤路是北仑有名
的餐饮一条街，汇聚了各地风味小
吃，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下水道
堵塞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尤
其是到了雨季，堵塞更加频繁，污

水直接渗出地面，不堪入目，严重
影响了整个城区的市容市貌。

不仅如此，高凤路南侧靠近宁
波开发区中心医院的路段，有不少
小饭店，下水道堵塞后，厨余垃圾
常常回流到附近小区的下水道，臭
不可闻，还造成附近居民出入受
阻。社区和物业公司也多次安排
人员进行疏通，但都未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今年初，北仑区将餐饮油污整
治列为“民生实事工程之一”。新碶
街道高凤路路段就作为其中的一项

重要民生实事工程被提上日程。
区、街道协同社区居委会和小区物
业等多部门对其进行联合“会诊”，
考虑到堵塞的主要原因是沿街商户
把没有经过处理的油污直接倒入下
水道，油污直接排入下水道后，很容
易附着在管道壁上，时间长了就会
使管道内径越来越小，再加上餐馆
使用洗洁精，而洗洁精与油污的混
合物会在管道中产生化学反应，对
管道内壁造成腐蚀。于是制定了以
下综合整治方案，即由街道出资
170多万元，修建隔油池，重新铺设

一条新的管道，同时，对老管道的隔
油池进行清理和修理。“餐饮店里的
油污先排到店后面的隔油池，脏东
西沉淀过滤后再通过这个管道排入
市政管道，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对市
政管道的污染，也避免了三天两头
堵塞的问题。”新碶街道城建科相关
工作人员说。

日前，记者从该区有关部门了
解到，通过对全区市民反映强烈的
多个餐饮油污严重地段进行有效
整治，市民群众普遍“点赞”。

新碶街道高凤路餐饮油污整
治工程于今年 9 月开工，目前已经
全部完工，又一个“老大难”问题终
于得到完满的解决。社区居民纷
纷竖起大拇指称赞政府为群众办
了一件大实事。居民顾彩平说：

“现在小区环境卫生好了，苍蝇、老
鼠也少多了。”

修建隔油池 铺设新管道

北仑餐饮街越来越清爽

实事直通车

临近收摊临近收摊，，摊主们自觉把地上的垃圾清理干净摊主们自觉把地上的垃圾清理干净。。

治水拆违治水拆违大查访大查访 

本报临安12月17日电
见习记者 翁云骞
市委报道组 张伟星

“胡大姐，证儿带了吗？”“带了
带了，您瞧！”早上 7 时许，临安汽
车东站站前广场，41 岁的胡玉红
刚把一个热气腾腾的糯米饭团卖
出去，还没来得及找钱，就忙不迭
地向过来检查的小组长展示挂在
厨师服里头的“临时早餐服务证”，

“忘不了的，放心。”她笑着说。
广场不大，几辆满载着各种食

材、炊具的早餐三轮车整齐地排成
两排，中间空出了一条宽敞的过
道。摊主们身着统一的白色厨师服，
头戴小红帽，看上去既干净，又洋气。

这是临安城管刚推出的便民
早餐服务试点。简单来说，就是让
临时摊贩签订规范经营承诺书，进
行自我管理。连小组长也是摊贩
们自己推选的。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临安城
管局综合执法科科长裘国平告诉记
者，“对于临时摊贩，一味驱逐是不
合适的，不仅老百姓买不到东西，摊
贩本小利薄，好大一部分都是家庭
比较困难的，他们靠什么谋生？”

汽车东站位于临安市繁华的
钱王大街东端，车来车往，人流密
集，可附近的餐饮店铺却不多。据
了解，最多的时候，东站广场周边
聚集着 10 余个临时摊贩，不光食
品卫生得不到保证，还常因“抢生
意”发生冲突。

前不久，临安城区各中队把辖
区内的早餐摊主召集起来，开了一
个座谈会。双方各抒己见，最后约
定，如果要继续把生意做下去，摊
主们得先办出健康证，再签订“临
时饮食摊点承诺书”。这样，他们
就能得到一张“临时早餐服务证”。

“主要就是要求我们定时、定

点出摊，把卫生搞好。”60 岁的河
南人文彦明告诉记者，“这个一点
问题都没有，至于健康证，做个体
检就能拿到，也很方便。”

文彦明在东站做了 4 年早餐
生意，算是“老前辈”了。“以前看到
城管总有点紧张。”

现在，文彦明不仅能继续帮妻
子做早点生意，还当上了东站试点
的“小组长”。每天一早，他都会抽
空在站前广场转上几圈，检查下其
他摊贩的着装、证件以及卫生状
况。有时，还会通过微信发布一些
临时的检查通知。在城管与摊贩
之间，老文成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他很负责任，起到了很好的协
调、带头的作用，现在来看，起码起冲
突的几率大大降低了。”裘国平说。

除了文彦明这样的“小组长”，

积分考评也是试点的一项重要制
度。“证件没带，卫生没搞好，被群众
举报⋯⋯这些一旦发现，都要扣1至
2分，”文彦明说，“跟驾驶证一样，一
年扣完12分，经营资格也就没了。”

大伙儿对这样的考评制度没有
太多意见。“既然签了承诺，就要做
到，老让别人批评多难为情。”胡玉
红说。在胡玉红的小三轮后头，记
者看到了一只已经套好袋子的垃圾
桶和一副崭新的簸箕、扫帚。这几
乎已成为各早餐摊的“标配”。“做生
意的空当，随手打扫一下也不麻烦。”

实名登记、规范经营，这下摊
主们安心了。每天早上6时到7时
30 分，他们用自己的勤勉和手艺
赚取收入，时间一到，马上拿起清
洁工具，把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
与此同时，执法队员们的压力也减

轻不少，一些中队甚至开始主动为
大家提供电路维修、体检安排、政
策咨询等各种服务。

在“老城管”裘国平看来，早餐
试点让城管和摊贩双方都得到了
理解与尊重。“不少习惯了东奔西
跑的摊贩主动找到我们，希望能早
点拿到‘服务证’。”

截至目前，临安城区这样的早
餐试点已开出 10 余个，登记摊贩
总计70余名。

签订承诺书 推选小组长 不达标扣分

临安早点摊越来越规范
本报讯 （记者 嵇哲 通讯员

徐平 范晓君） 城区步行街是天台
老城区的一条特色街，多年来，这条
街上的绿化不绿、路灯不亮、下水道
不通、公共座椅不好坐。目前，这些

“没人抱的孩子”被天台县住建局局
长陈智强承诺“接收”。他向全县百
姓给出了治理时间表：“最快月底
前，最迟春节前。”这是天台县电视
问政活动解决的一项民生难题。

12 月 16 日晚上，天台县举办首
场“电视问政”现场直播活动，问作
风、问管理、问服务。面对被问政的
9 位职能部门“一把手”，问政代表
打破砂锅问到底，使得现场气氛严
肃、紧张，高潮迭起。

这档以“美丽天台、美好生活”
为主题的电视问政节目，重点关注

“食品安全”、“交通治堵”、“城市管
理”、“医疗卫生”四个主题，涉及 9
个职能部门。由于是首次采用电视
直播方式问政，当地反响强烈。

在天台县小有名气的新城烧烤
摊成为第一个关注焦点，3分钟短片
直接曝光了新城烧烤摊“掩藏在色香
味下的脏乱差”现象，将问题的矛头
对准了环保、行政执法、新区委和市
场监督等4个单位的“一把手”。

短片内容来自暗访，于今年 7
月开始拍摄，前后跨度 4 个多月。
从短片反映的内容看，新城烧烤摊
脏乱差现象没有明显改观，群众的
不满情绪仍然非常强烈。

“新城烧烤摊卫生那么差，空气

污染那么严重，你们是否知道？烧
烤摊是否经过审批？”“既然你们在
管，现在问题依然存在，下阶段你们
打算怎么做？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
决？”“流动摊贩出来的时候，正是单
位下班时间，你们有没有考虑如何
做好监管？”

答不详细，追问；答不全面，追
问；答无时限，追问。问政代表的追
问连珠炮一般，11 个问题一环扣一
环。面对问政代表的犀利追问，天台
县行政执法局局长何元吉表示：新城
烧烤摊脏乱差问题客观存在，将在一
个星期内予以取缔，并会同有关单位
选取合适地方另行安排场所。

每个主题的询问结束后，台下
200 名来自社会各界的评价代表都
会进行即时满意度测评。最低的单
位只得到 37%的满意率，最高的则
达到81%。

电视机前的始丰新城居民陈东
看了直播后说：“整改时间讲得很明
确，措施也很具体，说明他们的态度
都很诚恳。”

天台县委副书记杨胜杰表示，
将对相关问题实行挂牌销号，并接
受群众监督。县纪委将对各单位的
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媒体也将
进行跟踪报道，确保件件有着落。

今后该县还将开展系列问政活
动，通过群众面对面问政、政府部门
现场承诺、监督机关跟踪督促落实
等形式，促使政府部门更好得履行
职责，提效率、转作风、破难题。

天台“电视问政”话民生

本报桐乡 12月 17日电 （市委
报道组 张潘丽 记者 陈培华） 昨
天，徐肖冰侯波纪念馆新馆在桐乡开
馆。与此同时，第三届“徐肖冰杯”全
国摄影大展，首届“徐肖冰杯”中国大
学生摄影双年展也相继开幕。

徐肖冰侯波纪念馆原名侯波徐
肖冰摄影艺术馆，新落成的纪念馆
建筑面积 2391 平方米，分“路——
徐肖冰侯波摄影艺术品展”、“凝固
瞬间 成就永恒——徐肖冰侯波生
平展”、“徐肖冰新闻纪录电影成就
展”三个部分。

徐肖冰与侯波是我国一对著名

的革命摄影家伉俪，从延安时期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用手中的
摄影机和照相机，记录下了大量有
重要文献、史料价值的纪录片和照
片。其中不乏《论持久战》、《解放全
中国》、《开国大典》、《畅游长江》等
不朽名作。1991 年，两位老人将一
生创作的 2700 多件电影、摄影作品
捐献给家乡，2013 年其子女又捐献
了 7000 多件摄影、图书、资料等。
新馆建成开放后，将成为瞻仰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风范、感受烽火
岁月、重温革命精神的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桐乡 徐肖冰侯波纪念馆开馆

12月16日下午，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方汝将、浙江戏剧“金桂奖”得主蔡晓秋
携温州瓯剧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瓯剧”带进温州市实验
小学。“小海鸥”瓯剧社随之成立，这里将定期举行唱腔培训。 包小娇 郑晓群 摄

在记者看来，城管更应成为
城市生活的参与者。当大家放下
身段，能够以一种更加平和、理性
的视角，来关照、对待类似流动摊
贩这样的普通民众，社会治理才
能走出更广阔的天地。

■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