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好城市靠大家

———对我市城市管理工作的调查之四

本报记者 高小豹

广告乱贴乱画， 建筑垃圾清运

车辆抛撒滴漏， 城市道路随意开挖

施工，背街小巷环境卫生脏乱差，商

贩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诸此种

种，到底该不该管？ 该由谁管？

毫无疑问，这些不仅都该管，更

应该管好。 人们都说城管是一个城

市的主管部门，然而，要根治这些问

题，仅仅依靠城管部门就能管好吗？

时值全市上下努力建设美丽焦

作之际， 如何管理好城市给每一个

具有城市管理职责的职能部门、每

一个经营商贩、 每一位生活在这里

的群众提出了新的课题 。

4

月

10

日， 本报记者对我市城市管理工作

进行调查时听到最多的是： 要管理

好城市， 有关职能部门就应履职尽

责，当好城市的管家；经营商贩就应

规范经营行为， 当好城市经济的细

胞； 生活在这里的人就应积极参与

配合城市管理，当好城市的主人。

焦作是我家， 管理靠大家———

绝非虚言。

【文明的距离】

市委书记孙立坤在市政协十三

届一次会议上指出： 重视民生是最

大的政治，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绩，

保障民生是最大的责任。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市委

副书记、 市长张文深明确提出：到

2018

年， 把焦作建设成青山相拥、

绿水环绕，城在林中、景在城中，人

居环境更优美， 人与自然更和谐的

城市。

关于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副

市长胡小平强调： 要正确对待眼前

工作与长远目标这两者的关系，城

市要牢固树立规划、建设、管理“一

盘棋”思想。

对照上述要求， 我们很不情愿

揭开自己的伤疤， 可又不得不面对

城市管理中的顽疾， 路边麻将摊俨

然成风， 不仅影响市容市貌大煞风

景，还影响道路通行。 当城管人员前

来清理时，这些麻将摊就搬进路边树

林里继续搓。 这时，管理权限转移到

了园林部门， 城管人员只能望林兴

叹。 “如果清理麻将摊时园林部门及

时出现，如果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积

极参与城市管理，麻将摊就能得到彻

底清理。 再说，街道和社区作为群众

生活的基本单元， 本身就有义务在

群众中倡树文明新风，也更应该成为

城市管理的主体。 ”市城管局党委书

记、局长杨廷中说。

谈及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对

建筑垃圾沿路抛撒现象的治理更是

牵涉环卫、交通、市政、住建等多个

部门。 当群众大声责备这些城市问

题管不好时， 作为具有城市管理职

责的每一个职能部门都值得深思。

走在大街上， 五花八门的门头

招牌和各类广告充斥眼睛， 从空中

到楼体、线杆、地面，到处都是大红

大绿大黄大紫的广告。 这些广告单

独看个个高端大气上档次， 可整体

上却又显得杂乱无章， 不仅高低不

一、前凸后凹，甚至一些陈旧破损、

内容庸俗不堪的广告也混杂其中，

有损城市形象。 作为城市生活中的

一员，这些广告商、商户不该为城市

形象建设做点什么吗？

许多人认为， 一个城市管理的

好坏都是城管部门的事。 事实上，城

市管理的好不好， 不仅与相关职能

部门的工作力度有关， 还与市民的

文化素质和积极参与城市管理工作

的程度相关。 当城管人员对一些城

市不文明行为依法整治时， 一些围

观的群众往往指责城管人员欺负社

会困难群体， 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指

责城管粗暴执法。 “作为城市生活的

主人，群众应该明是非，当城管人员

对占道经营行为清理整治时， 群众

不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吗？ ”

山阳区城管局副局长李建雷说。

在山阳区环卫处提供的一份资

料上显示， 该处去年维修公厕费

20

多万元，其中

80%

用于人为损坏设施

的维修。 “公厕设施遭到人为损毁的

情况主要表现在节能灯被偷、窗纱被

戳烂、隔板被烫坏、水龙头被压断、坐

便垫被摔烂等。每件事看起来似乎都

不大，但这些不文明行为折射出的是

个别群众文明素质低下和主人翁意

识淡薄。 ”山阳区环卫处主任葛根会

说。

城市是我家，管理靠大家，共同

维护良好的城市生活秩序是我们共

同的责任。 种种迹象表明，没有相关

职能部门的配合， 没有商贩和群众

的理解与支持， 管理好城市只是一

个美好心愿。

【管理的启示】

车流人流拥挤不堪的现象没

有了 、 商户店外经营的现象没有

了、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的现象也没

有了……如今， 走在贸易大厦商业

步行街， 市民们再也不用为交通拥

挤不堪怨声载道， 可以尽情享受逛

街的闲适和乐趣了。

说起这里的变化， 离不开城管

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共同努力，

更离不开街道办事处、 社区居委会

工作人员以及普通商贩和市民的积

极参与支持。

2012

年

10

月份，解放

区多部门联合整治大厦周边环境行

动正式开始， 参加该项行动的部门

除城管外，还有公安、工商、街道等

部门。 “贸易大厦周围脏乱差现象是

几十年来遗留的问题， 要想彻底整

治，不仅商户工作难做，车辆限行也

让周围居民意见很大。 ”说起整治时

的情景， 解放区城管局副局长张保

军仍记忆犹新。

据了解， 贸易大厦周边平时的

人流量为三万人左右， 节假日有七

八万人，人流量大增加了执法难度，

却给商贩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单

纯依靠城管部门清理， 执法的难度

可想而知。 贸易大厦周围的商贩大

多是民生街道辖区的居民， 街道和

社区工作人员非常了解他们的家庭

情况，整治行动之初，街道和社区工

作人员积极联系关系较好的邻居和

有威望的老人一起入户做工作，化

解商贩的对立情绪。 此外，城管队员

切实解决商户进货难问题， 不仅专

门配备了四轮车、平板车，还设置了

3

个疏导安置区，方便商户进货。

“有了这些服务措施，商户开始

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 不仅自觉遵

守各项规定， 更监督周围人自觉遵

守。 ”蔡庆江说，“正是有了各职能部

门的协调配合， 有了商户的理解和

支持，有了群众的参与配合，一年多

来， 贸易大厦周边的环境才能一直

整洁有序。

如今， 出现在大街施工现场的

黄色围挡正成为一道风景。 之前，施

工工地都是用蓝皮瓦一围当作工地

围挡， 甚至有的蓝皮瓦还都歪三扭

四，不仅遮不住裸露的施工现场，也

起不到抑制扬尘、降低噪音的作用。

更有甚者，用几块砖头一支，彩旗一

拉就是工地围档， 既起不到警示作

用 ， 也达不到环保标准要求 。 对

此， 市城管部门在加大对市政施工

现场的规范管理中， 明确提出要提

高工地围挡质量， 扮靓街头美景。

“许多施工单位在这项工作中积极

配合，主动对围挡升级换新，这才有

了我市街头的规范围挡。 ” 杨廷中

说。

曾经， 市塔南路摩登街附近的

马路市场一度是群众投诉的热点。

山阳区城管人员对此清理时， 发现

很多商贩都是附近居民， 清理工作

根本推不动。 随后，城管部门多次与

当地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结合，

发动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做群众思想

工作， 并在附近寻找空闲院落疏导

固定摊位的商贩， 最终取缔了这一

马路市场。 之后，恩村三街庙会、焦

作师专校门口的马路市场也都在城

管、街道、社区等部门的联合工作中

相继得到了规范治理。

“客观上讲，城市管理需要大家

共同努力。 如果我们都遵守交通规

则，路就不会堵；如果大家多走几步

去菜市场买菜， 就不会出现小商小

贩占路经营；如果商贩都规范经营，

就不会出现垃圾乱扔、污水横流。 ”

市政协委员董世坤说，“城管作为城

市的主管部门， 不仅要组织执法人

员对城市生活环境和生活秩序进行

管理， 还要组织环卫工人对城市环

境卫生进行保洁。 环卫工人在辛苦

工作中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城管人

员每天也忙碌着为市民管理着城

市， 他们同样渴望得到人们的理解

与尊重， 更期望有更多的人积极参

与支持城市管理工作。 ”

如此看来， 只要职能部门都履

职尽责、依法行政，从根源上解决城

市顽疾，赢得群众的广泛参与支持，

管理好城市不是空谈。

【共建美丽焦作】

“每个具有城市管理职责的部

门都履职尽责了， 每个市民都积极

参与城市管理工作了， 把美化城市

生活环境看成自己分内的事， 我们

的城市一定能管好。 ”杨廷中说。

以自己小家为例， 如果自己不

保持良好的生活与卫生习惯， 东西

乱放，一个月不打扫一次卫生，这个

小家什么样可想而知。 为建设美丽

焦作，打造宜居城市，营造全社会共

同参与城市管理， 城管部门努力探

索着新的工作模式。

“构建‘大城管’格局，就是解决

城管部门‘跳独脚舞’的局面，把具

有城市管理职责的职能部门以及公

共服务企事业单位， 有组织地整合

到一起， 当城市管理出现问题的时

候， 相关职能部门能够按照职责所

在， 共同站出来形成综合执法合力

有效地解决问题， 并利用数字城管

采集到的城市管理事件信息， 派遣

至相关责任部门协同解决， 提升城

市管理效率。 ”杨廷中说，“只有发挥

有关职能部门的综合作用， 建立集

贸市场、 专业市场从根源上解决占

道经营的问题， 联合执法部门治理

建筑垃圾清运车辆抛撒等城市管理

中的顽疾， 才能形成城市管理的长

效机制， 促进城市健康有序发展。 ”

城市生活中，居民楼院、背街小

巷是群众主要活动集聚的地方，也

是群众对城市印象的直观反映。 如

何作好背街小巷和居民楼院的管

理， 是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应充分利用 ‘两级政府’‘三级管

理’‘四级网格’的管理模式，尤其是

强化街道、 社区的城市社会管理职

能。 ”杨廷中认为，街道、社区最贴近

群众，最了解群众的需求，应在城市

管理工作中承担主要的社会管理职

能， 发动群众正确认识并积极参与

到城市管理工作中来， 特别是合理

划设摊位规范商贩经营行为， 不仅

事关市容市貌建设， 也将有效拓宽

群众创业、 就业渠道， 繁荣城市经

济。

如何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城市管

理工作，也是城管部门思考的问题。

据介绍， 市城管局目前不仅建立了

网情预警小组， 对网民就城市管理

中的意见及时采纳， 还在新闻版面

上开设栏目， 与读者就城市管理问

题进行互动。 同时，市城管局还将在

随后开展的 “五项专项” 整治活动

中，发动群众拿起相机走上街头，对

建筑垃圾清运车辆的抛撒行为、低

俗的广告招牌、占道经营的商贩、不

按规定设立围挡的工地等行为拍照

并在媒体上曝光，体现“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理念。

“没有商贩的积极配合和支持，

城市管理工作就无从谈起。 城市管

理工作很大程度上都与小商小贩有

着联系。 小商小贩是城市生活中的

一员，为了生存摆起地摊，我们应高

看一眼、 厚爱一分。 对此， 要为他

们寻找规范经营的场地， 通过建立

一些集贸市场、 专业市场让小商小

贩有场可进， 甚至给家庭贫困的商

贩提供免费的爱心摊位。” 杨廷中

说，“小商小贩也要多从个人利益服

从集体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 积极

服从城管人员依法管理工作。 ”

管理好城市，建设美丽焦作，需

要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用心呵

护。 当城市生活中出现问题时，各相

关职能部门能及时处置， 被管理对

象能及时改正自己的不当行为，群

众理解并配合城市管理工作， 新闻

媒体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 我们的

城市就一定能管好。

建设美丽焦作，打造宜居城市。

无论是具有城市管理职责的职能部

门，还是街道、社区或是商户，我们

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 都是大家庭

里的一员， 就有义务为这个家的整

洁、干净付出努力。 管理好我们的城

市，更需要你的一份理解和参与。

城市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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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需要全社会积极参与

□

秦继利

我们生活在这座城市，需要城市生活的有序、整洁就需要通

过对城市的管理来实现， 而城市的管理不仅需要政府职能部门

来履行相应职责，更需要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作为城市生活的主人，市民既是城市管理成果的享有者，也

是城市管理过程的参与者。城管部门做好对城市的管理工作，这

是他们的分内职责，比如完善相关制度，规范执法行为，规划城

市设施，促成文明和谐等。 而在这些过程中，需要广大市民的支

持配合和参与， 否则， 将使城市管理工作大打折扣甚至前功尽

弃。比如，占道经营、店外经营、乱扔垃圾、乱停乱放等，这些现象

如果得不到市民的有效配合，那只能是“你进我退、你退我回”，

不仅加大了城市管理的成本，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市民。 其实，

谁都不愿意生活在垃圾遍地、杂乱无序的城市里，谁都愿意生活

在环境优美、秩序井然的城市中！

因此， 城市管理中的两个主体城管职能部门和城市居民是

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统一体，将二者有机协调统一起来，形

成一种合力，就会化解很多矛盾，推进城市管理的上档升级，因

为二者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城管部门的努力外，广大市民要充分认

识到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自觉遵守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

规，增强法制意识和文明意识，要清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该做，

养成文明经营、文明出行、爱护家园的良好习惯，因为“城市是我

家，文明靠大家”吗！

李喜全：亲情执法促管理

本报记者 张 冬

“胖孩儿，店门口打扫的挺干净的，不过店外的东西还是收

拾收拾吧！ ”

“好的，我这就把东西搬到屋里。 ”

4

月

10

日上午，中站区城管局城管大队队长李喜全在市解

放路上巡查时， 看到胖孩电动车修理店门口摆放着电动车充电

设备，随即提醒店主把设备搬到店内。

胖孩儿姓王，在中站区从事电动车修理已经有些年头了，前

几年他还没有固定的店铺，而是在路边摆摊儿。那时的李喜全和

胖孩儿，别说打招呼了，一见面，那是一个追，一个躲，有时候甚

至发生争吵，而现在，他们说话都很客气，胖孩儿也十分配合李

喜全的工作。

“以前他在许衡公园门口摆摊儿，是有名的‘钉子户’，我们

撵他走，他就和我们耍赖。 前几年这边建起了门面房，我们找了

这家店铺让他经营，他十分感激。 ”李喜全告诉记者。

既不能让小商贩流动摆摊，也要给他们生活出路，怎么办？

李喜全近年来进行了一些探索， 他在巡查中运用亲情执法换位

思考，主动服务商贩，变管理商贩为服务商贩。 像胖孩儿这样见

证城管部门主动服务的商贩在中站区还有很多。

老许是中站区李封二村村民，由于家境贫困，他就走街串巷

卖起了糖葫芦。

“那时候我们在街上巡查执法，看见他占道经营，就去阻止。

一开始，他推着三轮车就跑，看见我们就跟见了敌人似的。后来，

他索性不跑了，你劝他，他也爱答不理的，有时候甚至要跟你动

手。 ”李喜全说，“有段时间真的是到了剑拔弩张的状况。 ”

李喜全无奈， 到老许家里进行走访后才知道老许的妻子瘫

痪在床，生活十分不易。

“老许曾经在村里担任过民兵连长，正好我也当过兵，我们

一下子就找到共同语言，彼此的隔阂也消除了。考虑到他家里的

实际情况，我就在街上给他找了个固定的摊点儿。以后在街上遇

见，他还向我竖起大拇指，主动向我打招呼。”李喜全说，“城管和

小商贩之间的矛盾，难道真的不可化解吗？ 其实不然，只要你真

心真意主动服务，商贩们还是十分理解的。 ”

跟随李喜全巡查到怡光路时，小六果行的老板拿起一个香蕉

递给他，热情地说：“李队长，来，今天刚进的香蕉，尝一个……”

李小波：服务群众赢得信任

本报记者 李文静

“你们不让我乱摆摊，我收摊时剩下的一筐核桃一定是被你

们收走了。”

4

月

6

日中午，山阳区周庄路与太行路交叉口，一位

70

多岁的老大妈坚持认为自己的

20

多公斤核桃被山阳区城管

局二大队二中队的几位队员拿走了。

现场，老太太气得浑身哆嗦，几位城管队员倍感委屈，不停

的解释，可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老太太为何坚称自己的核桃是

被城管拿走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老太太一大早带着核桃、小米之类的东西在周庄路口

摆摊，在周围巡查的城管队员发现后便上前劝老人收摊，不能占

道经营影响车辆和行人出行。老太太听后便开始收拾东西，当老

人把小米收拾好放到对面一墙角处， 再返回时却发现剩下的核

桃没了踪影。

老人情急之下，看到不远处有几个城管队员正在巡查，便认

为是城管队员把核桃收走了。 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当天

10

时

30

分，担任中队长的李小波闻讯赶到现场。李小

波先安抚老人的情绪，保证一定为老人找回丢失的核桃。 随后，

通过调取附近的监控来证明城管队员们的清白。

“在监控中我们发现是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拿走了老人的核

桃， 事实虽然得到了澄清， 但核桃还必须帮老人找回来。” 李

小波说，“骑摩托车的人早已跑的不知去向， 要想找回来并不容

易。 ”

随后，李小波和队员们经过排查，了解到这个骑摩托车的人

很多商户都认识，而且就在附近居住，随后，经过多方查找和协

调沟通，两个小时后，老人丢失的核桃终于被找回。

“城管队员不计前嫌，热心帮助老人，好样的！ ” 这件事，不

仅及时弥补了老人的损失， 更让原本就在商户心中有着较高威

信的李小波受到大家的尊重和信任。

“城管的工作离不开周边群众和商户的支持，而要想得到商

户的理解和尊重，就不能单纯地以执法者的身份自居，而要把他

们当作亲人朋友，在点滴的小事中为他们提供帮助。”李小波说，

“任何工作，只有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化解一切困难，城

管工作更是如此，在执法的同时，更要主动为群众服务，获得群

众的信任和认可。 ”

本报关于我市城市管理系列调查报道

引起强烈反响

城市管理人人有责

城管工作需要理解

本报记者 李文静

近段时间，本报连续以《城市管理呼唤“大城管”》《城市

发展需要长效管理机制》《以“五个城管”引领队伍建设》为

题，对我市城市管理工作进行了系列报道。上述报道详细阐

述了目前我市城市管理的现状、 城管执法难处和尴尬处境

以及如何发挥多部门联合执法，发挥城市管理的综合效能；

探索建立城市发展的长效管理机制和全力打造法制城管、

服务城管、百姓城管、科技城管、和谐城管“五个城管”建设

的必要性。

相关系列报道见报后， 山阳区城管局和焦作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城管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互相交流各自的看法和

感受。 山阳区城管局副局长李建雷说：“有关城市管理呼吁

‘大城管’的报道中，对于目前我市城市管理中户外广告过

多、过滥、过俗，占道经营现象多发和易反弹，屡禁不止等现

状的描述，让我们感同身受，而对于城管执法难的尴尬处境

以及对多部门联合执法，发挥综合执法效能的表述，道出了

我们的心声。 ”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管局副局长魏群力说：“我

们在对城管形象的负面报道感到委屈时， 更应该从自身素

质培养查找原因，努力把我们的队伍打造成一支知法守法、

有教养、有素质、有良好作风，经得起考验的队伍。 ”

同时，不少市民和商贩也表达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议。家

住解放区焦北街道幸福街社区的张女士说：“以前一直对城

管工作存在片面认识， 通过这些系列报道认识到城管之所

以执法难不被理解的原因，也对城管工作多了一分理解。 ”

“有关城市管理的报道，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作为小商

贩也是城市管理工作一分子， 不应该因挣钱而为城市生活

环境‘添堵’。 ” 在我市经营水果摊的商贩刘先生说。

“城市要想变得更好，希望市民积极参与”

本报记者 王水涛

近日，当市民路过博爱路龙源湖学

校时，会发现这里交通通畅了，道路两边

商铺店外经营少了，商贩经营也变得井

井有条了。 此路段出现这样的变化，正

是山阳区城管局近期开展的针对高峰时

期重点路段部位整治结果的一个缩影。

4

月

9

日

17

时许， 博爱路龙源湖

学校路段，平日里这时正是小摊贩摆摊

的高峰期，可今日的龙源湖学校门口附

近并无小摊贩，在与学校门口有一定距

离的人行道上， 商贩的小摊都集中摆

放，整齐有序，城管队员不断在路上巡

查，整个路况通行顺畅。

记者注意到，几位老人将蔬菜摊摆

到了慢车道上，既影响交通又存在一定

安全隐患。 城管队员发现后，立即上前

纠正老人的行为， 经过耐心劝导后，帮

助老人将菜摊转移到规定的范围内。

山阳区城管局三大队二中队中队

长王龙介绍，这条路在整治前商贩占道

经营严重， 再加上这条路上有学校，每

天下午放学道路都会变得拥堵不堪，群

众意见很大。为了改善类似博爱路等路

段的交通状况和市容市貌， 从

4

月开

始，山阳区城管局开展了针对高峰时段

容易出现拥堵的道路和辖区重点部位

的专项整治活动。

王龙介绍， 为了治理占道经营、店

外经营，还路于民、改善市容市貌，该中

队并没有对流动摊贩进行驱赶，而是采

取疏堵结合的方式，在一定区域划设摊

位允许商贩经营， 对于店外经营的情

况，城管队员每天都来劝说店主将物品

转移到店内经营。 同时，每天安排城管

队员巡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

“城市要想变得更好，希望市民积

极参与。 清理整治占道经营、店外经营

工作中，不仅希望商贩能够按照要求在

规定区域内经营，也希望得到群众的理

解和积极参与城市管理，只有市容市貌

变好了，市民生活才能更加舒适。 ”王龙

说。

非法小广告不仅如

毒瘤一般污染着城市的

环境，损害着城市形象，

还扰乱社会秩序。 城管

部门负责人呼吁： 希望

广大市民能自觉抵制小

广告，积极举报小广告，

共同打击小广告， 创造

整洁靓丽的城市生活环

境。 图为

4

月

14

日，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管

理局执法队员对非法广

告进行全面清理。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４

月

１４

日，山阳区城管局对马路市场进行规范。 图为执法队员正在

帮助商贩转移到规范的地方经营。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