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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整洁，环境卫生得到
改善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首先是我市环境卫生
得到改善。市创建办通过各种专项整治工作，
我市的环境卫生达到了“干净、明亮、美丽”。

近日，记者来到戏楼后街社区，发现这里
道路平坦、宽敞、干净。对于居住在这里的高
玲来说，创建工作带来的变化让她十分欣喜：

“我们这里是老城区，现在每天都有人会把卫
生打扫一遍，积存的垃圾也会定期全部清理。
现在街道干干净净，非常满意，住在这里也舒
服啊。”

据了解，像戏楼后街社区这样的老城区，
居民的环境卫生意识比较淡薄，乱堆乱放、乱
扔垃圾等现象普遍，房前屋后、背街小巷都有
垃圾存在，长期积累形成多个垃圾死角。创建
工作开展以来，狠抓垃圾死角清理及保洁，展
开环境卫生治理工作，使戏楼后街社区的环境
卫生大变样，环境卫生质量实现了由点到面的
提升。

随后，记者走访市区一些主干道，发现道
路干净，每条路都有保洁员在保洁。“现在我们
每天都不定时对道路进行保洁，保证路面干净
整洁。”

据了解，我市在环境卫生方面，狠下功
夫。2015 年，围绕“全国春季农业生产暨森林
草原防火工作会议”“第十三届食品博览会”

“中德（河南）职业教育国际校企合作交流会”
等重大节会，通过开展“环境清洁集中行动”等
专项行动，市区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

“市区卫生保洁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市
里补贴各区共300万元，区里配套，新配套550
名环卫工人，做到保洁全覆盖，管理无盲区，垃
圾无死角。发放以奖代补资金900万元，在城
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及新建旱厕200座。投资
500万元，对道路进行挖补罩面、稀浆封层。”市
创建办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对沿路村庄墙
体全部进行了罩白，市区桥梁和沿线桥涵全部
进行了刷新，道路和护栏清洗、路灯灯笼清洗
等具体任务。

农贸市场焕然一新，市民
购物更舒畅

每个城市的农贸市场关系到千家万户，因
为市民都会到农贸市场购物。然而令人尴尬
的是，几乎每座城市的农贸市场都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脏乱差现象。因此，农贸市场也是我市
创建工作的难点。通过努力，我市农贸市场得
到很大改观，环境整洁、道路畅通、管理规范。

在海河路沟张农贸市场，正在买菜的彭阿
姨告诉记者：“在以前，我来买菜来去匆匆，不
愿多留。主要是市场太脏了，污水横流，气味
还特别的难闻。过去，在农贸市场里一刻也不
想多待，买完菜就赶紧走。现在的农贸市场宽

敞明亮，干净整洁，和逛超市感觉差不多。”
现在我市农贸市场的变化得益于升级改

造工程。创建工作攻坚战以来，我市把10个农
贸市场划分为120个网格，基层工商人员全天
候进行管理。投资5000万元，建成了湘江农贸
综合创业城、家盛世美食湾、金三角美食广场、
受降路夜市4个市场，引导流动商户到市场经
营，有效解决了周边居民买菜问题，以及商贩
占道经营、出店经营、流动经营问题。

加强城市管理，规范城市
秩序

记者了解到，除了规范农贸市场的秩序，
两城同创办公室还对路面秩序、交通秩序、夜
市秩序进行了规范。

道路秩序方面，市区划分了三个重点区域
和142个网格。“三个重点区域由市建委负责管
理，招聘200名协管员进入重点区域，协助管理
城市。”市两城同创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网格由各区各乡镇办人员负责管理，每个
网格配备网格长、城管执法员、文明宣传员、卫
生监督员、城市巡查员“一长四员”，初步构建
起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全面覆盖、网格到底
的组织网络体系。

交通秩序方面，我市投资6000多万元的建
成城市交通智能化系统，实现电子监控全覆

盖。“设置交通护栏 24 公里，施划临时停车位
9800个，新招聘240名辅助警察，设置高峰岗点
70个，护学岗10个，市区路段管控力度和通行
能力明显提高，上下班高峰和阴雨天气不再出
现路口拥堵现象。”

对于夜市秩序，两城同创办公室成立夜市
管理办公室，对市区规划的夜市按照“一严禁、
两规范、九统一”（严禁在夜市规划范围外占道
经营、出店经营；规范用水、规范用电；统一餐
车、统一垃圾容器、统一地面铺设、统一经营桌
椅、统一遮阳雨棚、统一照明灯箱、统一经营时
间、统一商户着装、统一亮证亮照）的标准进行
规范管理。

做好民生工程，惠及广大
市民

针对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吃喝拉撒睡等
民生大事，市两城同创办公室按照以人为本、
为民创建的原则，集中精力加以解决。

一是大力整治七小门店，让广大市民吃得
放心。

占道经营等问题一直是城市管理的难
点。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将各类摊贩引入
市场集中经营，目前市区主要街道占道经营等
现象基本得到遏制，街道变得整洁卫生、宽敞
顺畅。

“以前流动摊贩随处摆卖，一天下来路上
全是水渍、垃圾，又脏又臭，附近居民经常投
诉。”家住黄河广场附近的谢先生说，现在广场
周边交通环境和卫生环境都改善了。”

记者了解到，我市创建办把市区6250个七
小门店的整治任务压给各街道办，采取一周一
排队、一周一奖惩的办法，及时通报、及时奖
励，充分调动了各街道办的工作积极性。先后
三次发布消费警示，对广大商户和消费者触动
很大，效果很好，为整治工作顺利开展扫除了
障碍。通过集中攻坚，“七小”门店达标率达到
95%以上，工作经验被《河南日报》等多家媒体
报道。

二是大力整治老旧小区，让广大市民住得
舒心。

走进海河路海河小区，小区内道路平整，
环境整洁。而对于在这里居住十年的陈婷来
说，现在的变化让她感到惊讶。

“以前俺小区可不是这样的啊。没有整改
之前，绿地变菜地、垃圾遍地，无人管理。现在
通过整治之后，环境卫生都得到了改观，还装
上了健身器材，在自己小区里就可以健身。”陈
婷说。

像海河小区这样整治过的小区，全市有
818个。两城同创办公室对这些老旧小区的道
路、排水、环境设施、墙体立面等进行改
造。现在，这些小区基本整治到位。“建立老
旧住宅区物业服务费政府补贴机制，按照
市、区、街道、居民各出5元钱的办法在天桥
街道进行物业管理尝试，目前，试点工作已
经完成，准备在全市全面铺开。”市创建办相
关负责人说。

三是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让广大
市民玩得开心。

现在，全民健身正在全国开展，我市两城
同创办公室就结合全民健身建设公共体育设
施，着力打造“10分钟健身圈”。目前，已建成
100 个街头转角健身游园，安装健身器材 277
件；在两河四岸配备多功能运动场两个，健身
器材516件。建成健康主题公园3个，健康步道
4 条，健康知识宣传长廊 20 多处，健康社区 15
家，健康单位 15 家，健康食堂 15 家，健康餐厅
13家，健康自助检测点38个。

四是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让广大市民出行
行更省心、方便。

家住黄河路附近的于女士是公交101路的
常客。“现在生活在不断改进，这是肯定的。宽
敞的新车，乘坐起来更平稳、更舒适了。”于女
士告诉记者。

2015年，我市市政府投资近3000万元，新
购置 60 台新能源公交车公交车。并且，新增
105、106两条公交线路开通运营。新型公交车
在节能减排方面表现优异。

五是解决居民如厕难问题，让广大市民生
活更方便。

“现在，我们也用上了水厕。以前用的是
旱厕，一到夏天，附近的气味刺鼻难闻。”在戏
楼后街社区，困扰多年的旱厕难题已经解决。

据了解，像戏楼后街这样的旱厕都已经经
过了改造，改造后的水厕使用方便。水厕既安
静卫生，又节能无异味。

创建工作改变的不仅是村容，更是改变了
人的心。原来最脏、最乱、最差的地方，经过整
改，市容环境卫生面貌大变样，“七小”行业卫
生状况明显改善，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可喜变化
——村变美了，路变宽了，灯变亮了，水变清
了，天也变高了。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
两城同创工作的关键之年。下一步，市两城同
创办公室紧紧围绕创建目标，加大宣传力度，
完善工作机制，提升管理水平，顺利实现‘三年
争创成功’的创建目标。”市创建办相关负责人
说。

创建工作见成效 攻坚志在必得 一之

办好民生实事 惠及漯河百姓
2015年，两城同创办公室重点

围绕环境卫生、规范秩序、民生实
事、市民素质、宣传氛围等共性指
标开展工作，完善机制建设，强化
督导落实，按照标准要求，全面整
改提升，取得了显著成效。从街容
街貌到群众健康意识，从辖区绿化
到农贸市场，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老百姓满意度明显提
高。近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文/图 本报记者 吴艳敏

①沟张农贸市场经过
改造后，市民购物更方便。

②淞江路街头游园，
市民出门就可以健身。

③老旧小区改造后，
环境优美，干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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