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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阴有小雨，16℃~20℃

多云间阴，14℃~20℃明天

后天 多云间阴，11℃~22℃

市气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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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人防办
1.破解人防难点、阻点问

题有畏难情绪，工作硬措施不
多，部分干部存在“不干事不
出事”思想，不愿意从事高风
险岗位工作。在如何解决人防
建设经费短缺问题、十三五规
划重点项目资金落实难问题等
方面思想不解放，谨小慎微，
不愿创新，不敢担当。

2.年度发文数量过多，前
三季度发文量已达到全年指标
上限，加重了基层人防办和二
级机构的负担。开会次数多、
开会时间长等现象不同程度存
在。

3. 人 防 教 育 工 作 创 新 不
够，形式单一。如：对学校开
展人防教育还停留在培训人防
教师、发放人防教材、组织活
动和演练等传统手段，没有充
分考虑人防教育与在校学生、
教师课业负担之间存在矛盾，
加重了学校和教师负担。

4.安排县区年度目标任务
和专项工作时，没有统筹考虑
县区实际，层层签订责任状，
致使有些目标任务难以落实。
如：在落实全市人防机动指挥
信息平台建设和“三网合一”
时，没有考虑到部分县区没有
建设经费和固定建设场所，致

使目标任务难以落实。
5.全市人防审批标准改革

推进较慢，现行人防审批标准
比较复杂，程序比较烦琐，与
国家“放管服”改革要求不相
适应。

6.干部队伍开拓创新意识
不强，存在怕乱求稳思想，满
足于按照上级指示抓落实,凭经
验办事,有时与政策稍不一致就
顶着不办，怕担责任，影响工
作效率，耽误群众办事。

7.人防工程建设审批管理
上重审批、轻监管，特别是对
历史遗留问题后续监管不严，
缺乏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8.执法制度不够健全，执
法程序不够规范，执法力度不
够大，执法成效不够明显，部
分违法项目存在易地建设费征
缴不到位的现象。

二、市生态环境保护局
1.主动学习意识不强，理

论与生态环境工作实际结合不
够，对生态环境保护矛盾论、
过程论、难免论等错误认识随
声附和、不予批判。

2. 单 位 发 文 过 多 ， 开 会
多、制定措施多，工作落实跟
踪督察不到位，责任追究力度
偏弱。

3.业务盲点、死角多，工
作依靠报材料、打电话，遇到
问题先找客观原因，甚至揽功
诿过。

4. 服 务 意 识 不 强 ， 对 基
层、对企业压任务多、下命令
多、主动服务少、自觉帮助
少。“三包”活动（县级领导包

县区、科级干部包片区、工作
人员包企业工地） 走马观花、
蜻蜓点水，敷衍塞责、应付了
事，走不到位、看不深入。

5.对人大提议、政协提案
涉及的问题存在过关思想，不
求整改长远，整改治标多，治
本少。

6.知识老化，业务能力不
强，对环境保护新法新规一知
半解，不会运用新法新规开展
工作。因循守旧，习惯用老办
法解决新问题，不敢创新，不
愿创新，不会创新。

7.对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厌
战情绪，对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思想动摇、情绪畏难。对当
前环境质量状况麻木不仁、无
动于衷，甚至认为攻坚已进入

“深水区”、“再努力也是白搭”。

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单位自查问题清单（四）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老旧小区整治是改善居民
居住环境的民生工程，市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市
住建局以老旧小区整治为切入
点，突出问题导向、效果导
向，抓短板、补弱项、破难
题、强担当，把民生事办好。

小区怎么改 居民说了算

在老旧小区整治前，市住
建局先后组织各区物业主管部
门、街道和居民代表召开征求
意见座谈会，认真听取对老旧
小区整治工作程序、标准和长
效管理方面的意见，共征集意
见 129 条，对老旧小区整治工
作方案和标准的制定奠定基础。

“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我
们认真收集归纳，总结出小区
道路破损、墙面破旧、车辆停

放无序等五条老旧小区共性问
题，针对这些问题，制定 《漯
河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提升标
准》，围绕增设、维修民生基础
设施和加装电梯、雨污分流、
集中供暖等重点工作对我市老

旧小区进行改造整治。”市住建
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
年老旧小区整治市定目标任务
数 240 个，按照老旧小区改造

“清零”的工作目标，市住建局
督导各区同步整治老旧小区

260个，共计500个。目前，全
市已开工小区 390 个，已完成
整治小区292个。

小区变模样 居民搬回来

通过老旧小区改造，解决
了很多小区多年的顽疾，楼体
内外粉饰一新，绿化恢复，路
面平整、设施设备都整体得到
维修或更换，老旧小区卫生环
境彻底改善，居住品质明显提
升。良好的居住环境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小区居民，垃圾不再
随意丢弃，杂物不再堆放到公
共部位，电动自行车到车棚有
序充电，老旧小区居住秩序逐
渐规范。

居民对老旧小区整治工作
参与热情愈发高涨，很多居民
在整治实施过程中主动拆除违
建、清理占用公共部位的杂
物，并对小区整治方案的设计
出谋献策，老旧小区居民回流

现象明显。
“看看现在我们的小区，完

全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仅有了
停车位，还绿化的就像小花园
一样，还有文化长廊，一进入
小区心情都是好的。”10月 17
日上午，在嵩山路工行家苑小
区，业主们提起小区的大变
样，纷纷竖起大拇指。

工行家苑是一个建成近 20
年的小区，由于时间久、管理
落后等原因，导致小区不仅基
础设施不完善，而且存在私搭
乱建、毁绿种菜、道路坑洼不
平、管道不通等现象。了解到
小区情况后，市住建局立即和
源汇区相关工作人员结合，对
该小区进行整治，如今小区整
治已经完成。

“自从整治完成后，以前住
在小区的老邻居，有四五家又
搬回来住了。”小区业委会的有
关人员说。

（下转03版）

老旧小区换新颜 搬走居民又回来

改造后的工行家苑小区改造后的工行家苑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