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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提升行动 整治“七小”行业
以 小 餐 饮 店 、

小 食 品 店 、 小 浴
室 、 小 美 容 美 发
店、小歌舞厅、小
旅店、小网吧等规
模较小的经营单位
组成的“七小”行
业，跟市民的生活
息息相关。但长期
以来，存在卫生环
境差、证照不全等
现象。自两城同创
工作开展以来，全
市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对“七小”行
业进行重点整治，
实现了对“七小”
门店卫生状况和管
理 水 平 的 全 面 提
升。近日，记者对
全市“七小”的行
业整治提升情况进
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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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市区一些小饭店、理发店、
小旅馆等“七小”行业，存在无证经
营、设施不全、环境脏乱等现象。如
今，经过大力整治，全市“七小”行业
有了进一步提升。

“民以食为天”为满足市民需求，
小餐馆遍布市区大街小巷。这些餐馆在
给市民带来方便的同时，也让一些人有
所担忧。

“主要是担心卫生问题，以前部分
小餐馆的卫生状况确实令人担忧，蚊蝇
乱飞、餐具不消毒，让人看到就没有进
餐的欲望。”正在市区马路街一家餐馆
吃饭的市民张磊说，“整治后现在好多
了，你看店里多干净，有消毒柜、灭蚊
灯，证照也齐全，来这里吃饭心情好，
胃口也好。”

在市区海河路一家饭店内，记者看
到不少市民正在就餐，不时有人抬头看
看大厅中间一台显示器。通过显示屏上
的视频画面，能清晰地看到后厨烹饪
间、洗消间、操作间的详细情况及后厨
的食品加工情况。市民鲁小林说：“我
们平时外出吃饭，对饭店的卫生状况不
太放心，这家饭店厨房里安了摄像头，
我们在外面享用美食的时候，对后厨操
作人员现场制作食品的整个流程看得一
清二楚，吃得更放心。”

饭店的一位工作人员说：“顾客通
过电子监控视频将后厨的情况看得一清
二楚，食品的加工过程更加透明化，来
饭店消费的顾客比原先增加了很多。”
随后，记者走访市区其他“七小”门
店，发现不少门店都做到了环境卫生干
净，证件上墙等。

在市区老街一家旅馆服务台背后的
墙壁上，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等相关
证件依次排开。一位正在办理退房手续
的顾客对记者说：“我经常到漯河来办
事，感觉现在旅馆越来越正规，越来越
干净了。”

小店经营更加规范

去年，全市“七小”行业整治迈出
了坚实步伐，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七
小”行业实现华丽转身，已经由原来的
难点成为亮点，获得社会上的一致好
评。今年上半年，在市两城同创指挥部
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市“七小”行业整
治指挥部与市两城同创指挥部五处，共
同牵头组织全市四个区、12 个乡镇办，
主要开展了全市“七小”行业提升行动
和网格化监管工作。

今年上半年对“七小”行业的整治
行动主要是提升。为扎实开展好提升行
动，行动前制定了行动方案，召开了动
员会，并对“七小”行业整治标准进行
了修订和提高。在行动中，先后组织了
四次检查考评，对每次检查第一名的挂
红旗，发放奖补资金 10 万元，对最后
一 名 的 挂 黑 旗 ， 对 所 在 区 处 罚 10 万
元。在提升行动结束后，对各乡镇进
行了综合考评，对获得前三名的乡镇办
进行表彰奖励，分别奖励 10 万元、8 万
元、5 万元。对后两名的乡镇办所在区
进行处罚，分别处罚 10 万元和 5 万元。
本次行动，对全市70多条街道进行了全

覆盖式的检查，共抽检“七小”门店
500多家。通过这次提升行动，明显地改
善了当前“七小”门店存在的证照过期
不全、卫生不达标、“三防”不到位、设
施不完善等突出问题，使全市的“七
小”行业面貌又有了大幅度地提升，为
我市两城同创工作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
础。

“‘七小’门店整治涉及工商、城
管、卫生监督等多个部门，需要多个部
门配合执法。”市“七小”行业整治指
挥部相关负责人说，我市开展“七小”
行业专项整治攻坚行动后，成立了由
各区两城同创办牵头，由社区(村委会)
和区卫生、城管、工商等部门组成的
综 合 执 法 队 伍 ， 把 各 区 划 分 成 网 格
化，建立网格长，责任到人，责任到
户。领导带头对“七小”门店进行分
包，工作人员下沉到“七小”门店网格
中去，以“七小”监督员的身份，对网
格内的“七小”门店进行全天候的监
督，谁的网格谁负责，从而大大加强
了对全市“七小”行业的监管力度，实
现了对“七小”行业的常态化监管。

整治行动“动真格”

源汇区是老城区、商业区，背街小巷多，
“七小”行业门店多，整治任务非常繁重。顺河
街办事处强力推进“七小”行业精细化提升整治
工作，效果显著。目前已全部完成对辖区内412
户“七小”商户的提升整治工作，并在市、区两
城同创部门的多次检查评比中获得较好名次。

顺河街办事处按照“主体明确、责任到
人、统一标准、精细提升”的原则，制定了“七
小”行业精细化管理提升整治实施方案，明确各
网格到商户的“七小”行业创建责任体系，引导

“七小”商户行业自律，在全办建立责任明确、
分工精细、科学监管、规范有序的“七小”行业
常态化管理体系。同时，成立“七小”创卫提升
工作合力团，由办事处主任任团长，纪检书记日
常督导，对行动迟缓，出工不出力具体责任人进
行问责，现场通报。

对辖区内所有“七小”门店进行多轮次排
查，建立起详细的电子信息档案和纸质档案，一
户一档，各网格分路段对照存在的问题列出清
单，进行逐店整改，逐户提升。

在提升整治工作中，顺河街办事处把8个网
格的进展情况，按总户数、提升达标数、示范店
数，提升达标率等分项写在黑板上进行公示，要
求一日一报、一周一评，在各个网格间开展评比
排名，形成全员行动，你争我先，人人有责的工
作格局。

“‘七小’整治工作是创建工作的重中之
重，也是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我们办事处根据
不同行业实际情况，组织工作人员采取灵活多样
的工作方法对商户进行督促整改，遇到困难不等
不靠，积极主动攻坚克难。”顺河街办事处一位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由于今年区里相关职能部
门重新组合，证照办理缓慢问题比较突出，办事
处就协调“七小”整治办公室，特事特办，解决
了证照不全问题。针对健康证过期较多的情况，
办事处采取天天催办的方法使这一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

通过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顺河街办事处在
“七小”提升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全市各
乡镇办 “七小”行业提升考核评比中，荣获两
次第一名、一次第二名的好成绩。在全区进行的
两轮次网格化“七小”行业提升考核评比中，8
个网格中，分获7个100满分和5个100满分的好
成绩。

“下一步，办事处将加大问责力度，对未达
到提升标准的‘七小’门店进行集中整治，限期
达标，确保继续在全市‘七小’提升工作中保持
领先位置。”该工作人员说。

“七小”整治有成效

“虽然我市的‘七小’行业整治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市“七小”行
业整治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来看，

“七小”行业整治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部分门店的营业执照店铺名称和门头名称不

相符；部分小餐饮后厨脏乱差，有反弹现象；部
分门店证照过期，换证工作进度缓慢；小旅馆存
在无证经营现象，多数门店无布草间和消毒间；
个别乡镇领导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到位；城中
村、城乡接合部、西城区、城乡一体化市范区的

“七小”行业整治有待加强；各乡镇办的网格化
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市“七小”行业整治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下一步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全覆盖。把
全市“七小”门店按网格化进行管理，不漏一条小
巷，不少一家商户，每个网格配备监督员，发现问
题及时督促整改，使“七小”整治工作不留死角和
盲点。二是补短板。补整治区域上的短板，如城
中村、城乡接合部，背街小巷等，再者是补整治项
目上的短板，如“三防”不到位，证照过期不及时更
换，前灶后厅等。三是常态化。要做到督导整治
常态化，检查评比常态化，及时整改常态化，从而
使全市“七小”整治工作形成良性的循环。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市区泰山路一家饭店内卫生设施齐全，物品摆放整齐。

市区海河路一家餐馆内，墙上显示屏的视频画面中能清晰地看到后厨的食品加
工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