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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本报记者 马允安

4

月

16

日，天一亮，市北环路与

塔北路交叉口西北角的早市上已是人

声鼎沸。

一大早， 山阳区城管局二大队二

中队的

10

余名城管队员就到达那里。

中队长李小波直言不讳地跟记者说：

“今天我们人手不足， 有几个人休息

了，长年的加班加点，一年几天的休息

时间很珍贵。 ”

今年

31

岁的李小波有

8

年部队

生涯，在

2009

年新疆

7

·

5

事件中荣立

三等功。 他工作干练，性格爽直。 当记

者提出跟随采访的要求时， 他愉快地

答应。

时间：

7

时许

地点：缝山公园下早市

任务：确保道路通畅

“大爷，请往里边挪一下，不然会

影响行人通行，也免得碰到您。 ”面对

一位

80

来岁卖菜的老大爷，城管队员

们耐心地劝解。 “这位老大爷家境富

足， 就是闲不住， 喜欢出来做点小生

意，那位大妈就住在附近……”几乎每

个商贩的基本情况， 队员们都能说出

一二， 这也为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多

便利。

“点名时间到了！ ”

7

时

50

分，队

员们一齐聚集在早市东南角的摄像头

下。 原来他们每天的几次点名都是利

用街头的监控设备在工作岗位实时录

像，查验人员出勤情况。

时间：

8

时许

地点：周庄路

任务：清理占道经营

趁点名的时间， 李小波简单进行

了分工，

8

时许，记者随其中一组到周

庄路清理占道经营。 “周庄路比较窄，

路边机动车乱停现象多， 如果商贩们

再占道经营，道路将更加拥堵。 ”李小

波介绍。

路边占道摆摊的店主对城管队员

们都不陌生，基本上都很配合，更多时

候， 城管队员们都得动手帮他们整理

物品，搬运东西，店主已习以为常。

时间：

8

时

30

分

地点：北环路中段

任务：清理小广告

整理完周庄路的占道经营， 留下

2

名队员维护， 记者和另外

3

名队员

到北环路检查清理乱扯乱挂和乱贴乱

画的小广告。 一名队员随身携带着一

个铁铲，发现小广告马上进行清理，对

于在路边晾衣服的， 队员还要跑到店

门口叫主人及时收回， 并建议妥善处

理。

“讨厌不讨厌城管

?

”记者悄悄地

问了一位店主。 “肯定讨厌啦！ 不过他

们也不容易。 ”店主说。

时间：

9

时许

地点：北环路与塔北路交叉口东

任务：劝说早餐摊点按时转移

任务繁重并不是城管队员工作压

力的全部，有时候，他们还要遭受拒不

配合摊贩的压力，当天上午，记者就目

睹了这样的一幕。 一名城管队员劝说

早餐店老板

9

时把摊点转移到店内

时，遭遇了男店主强烈抵触。 “我就是

不挪，这生意没法做了！ ”一个光着膀

子的中年男人一边大喊一边拿着菜刀

比画着，情绪非常激动。

了解了该店的经营情况， 李小波

与男店主认真沟通：“你看， 人家的餐

车都没在店外摆， 生意的好坏应该从

经营的品种、味道等多方面考虑，并不

是摆到外边就能多卖， 做生意也得从

城市管理的大局出发……” 合情入理

的劝解，让店主的情绪慢慢平复。

“多一点沟通，多一些理解，多一

个微笑，多一点思考，多一分坚持。”李

小波告诉记者， 工作中首先要先理解

商户、小贩，把他们当朋友一样对待，

工作就容易多了。

9

时

50

分，城管队员们大部分都

还没顾上吃早餐， 可他们接下来还要

去巡查，防止“三种经营”反弹。他们的

工作是全天候的， 每个时段都有固定

的任务， 午餐、 夜市等高峰时段会更

忙，只有到了晚间夜市结束，他们才算

真正下班， 第二天

7

时又开始新一天

的工作。

走近城管走近城管

依法管理市政设施

努力破解执法难题

———市政设施管理所工作小记

本报记者 李文静

道路塌陷、排水不畅通、供水、供气管道

损坏……市政设施一旦出现问题，不仅严重

影响居民生活，甚至造成整个城市瘫痪。

5

月

4

日，记者在市政设施管理所采访时了解到，

去年以来， 该所共处理道路存在问题

2016

个，处理擅自挖掘城市道路、损坏市政设施

行为

13

起。

据了解，市政设施管理所有四个管理大

队和一个督查大队， 主要负责全市

28

条主

干道的市政设施行政执法管理，同时对依附

于城市道路的通信、供电、供气、供暖等设施

依法进行监管。 为打造宜居生活环境，市政

设施管理所在坚持长效管理机制的同时，不

断创新工作方法，该所管理人员和督查人员

坚持日巡查制度，每条路每座桥都安排专人

巡视负责，要求做到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反馈结果，形成有效监管机制；建立城市

道路挖掘计划的预申报制度，针对施工道路

不规范的现象， 通知施工单位召开现场会，

提出要求，限期整改；走访燃气、水务等经常

性破道施工的单位征求意见和建议，提高管

理标准。

“一个多月前，有市民反映位于丰收路

锦祥花园附近的人行道外侧，出现

6

平方米

的下水道盖板破损情况，执法人员到达现场

后，发现根本找不到产权单位。 ”该所所长王

慧芳说，针对群众反映的这一问题，工作人

员经过一个月的走访，最后通过协调一个建

筑公司对损坏盖板进行了维修。

事实上，这样的难题并非个案。 非市政

管网老化、堵塞所致的污水漫流现象，处理

时，因为年代过久而找不到产权单位；老化

断裂的电线杆，空中凌乱垂落的线缆，联系

相关单位查看后，都表示不是“亲娘”；新修

好的道路因为移交不清， 一旦出现问题，也

苦于找不到维修单位……这些的三不管情

况，常常让市政监管工作陷入尴尬境地。

一方面市政设施损坏必须依法进行处

理， 另一方面又面临找不到产权单位的困

扰，这时候，本该行使行政执法权的市政设

施管理大队不得不自备工具动手解决问题，

自己解决不了的，想方设法协调其他单位出

面解决。

而究竟该如何走出困境形成长效管理

机制？ 不少执法队员也有自己的看法。

“对于沿街居民楼院的化粪池、分支线

排水设施以及家属楼院或社区的配套设施

出现的问题，按属地管理、条块结合的原则，

由所在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负责协调

处理解决。 同时，对

28

条主干道两侧非市政

管网污水漫流， 应由市城管部门确认后，统

一纳入市政管网维修范围，报住建部门安排

维修，所产生的费用按规定程序报市财政审

核支付。 ”该所管理三大队大队长冯树新说。

“对于目前存在的找不到产权单位的管

理盲区，应统计报请政府处理，同时建立长

效机制，让陈旧的市政设施经过整治后能够

适应城市发展的需求，让居民生活的更舒适

更方便。 ”该所副所长孔凡全说。

牛中言：为民解困促和谐

本报记者 张 冬

五一前夕，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城管局城管大队大队长牛中言

异常忙碌 。 因为该区正在开展以

“净化、硬化、美化、绿化 、亮化 、规

范化 ”为主要内容的 “美丽示范区

整洁家园行动 ”创建活动 ，作为督

导单位的具体执行人，他每天要到

辖区巡查整改情况。

“我们排查出了

300

多处问

题 ，建立了一个台账 ，现在正在对

照台账督促各单位进行整改，整改

好一处记录一处，目前已经整改好

90

多处了，不少问题还得和各单位

沟通协调。 ”牛中言说，“我已经三

天没回家了， 一直在单位加班，今

天好 不 容 易 抽 空 回 家 换 了 身 衣

服。 ”

随后，记者跟随牛中言一起进

行巡查。 “你们广告上出现有繁体

字 ，不符合相关规定 ，得尽快进行

覆盖或者更换。 ”在一商店门前，他

发现问题后对该店店主说。

据记者了解， 牛中言

2008

年

从部队转业后就来到了示范区城

管局工作，最初在市政科。 那时候，

市政科不仅是对市政设施进行管

理，还得亲自动手进行维修。 路灯

坏了 ，他借来云梯上去修 ；井盖破

了， 他买来新井盖和同事一起换。

之后，他调到城管大队。 最初，他对

占道经营的小商贩也进行劝导，无

奈 ，他来撵 ，商贩就走 ，他走了 ，商

贩们又来了。

河南理工大学家属院门口有

个水果摊贩，摊主经常在慢车道摆

摊，牛中言几次对他劝阻仍然不听，

牛中言就和同事在绿化带以内给他

平整了一块地，让他在那里卖水果，

但商贩嫌位置不好不愿意去。 有一

次，一辆汽车进入家属院时，不小心

撞了他， 他这才开始到牛中言平整

的地方摆摊。

这件事让牛中言感触颇多：城

市管理的初衷是为了良好的秩序，

只有有序，才能安全。 此后，牛中言

和他的队员通过为老百姓解决一些

实际困难， 来拉进城市管理者与群

众的距离， 并用此事对商贩们进行

说服教育， 赢得被管理者的理解。

“城市管理依靠的是广大市民群众，

只要他们支持我们， 城市才能管理

的好， 我们管理的目的也是为广大

市民创造一个和谐的工作、 生活环

境。 ”牛中言说。

合理规划 摊贩安家

本报讯 （记者张璐） 要想取缔占

道经营，最好给商户提供另一个摊位。

进入

3

月以来， 解放区城管局针对学

生路、民主路等人流量大的地段，采取

堵疏结合的方法，划片安置区域，就近

为流动商贩安“家”。

4

月

25

日

17

时， 青年路北段市

十一中学附近， 路西人行道上经营凉

粉、凉皮、肉夹馍等小吃的摊点一字摆

开， 市民争相购买， 摊主忙得不亦乐

乎。

“这就是解放区城管局新划定的

商贩区。”解放区城管局执法一大队大

队长胡瑞涛告诉记者，“以前一到放学

时间， 学生路两侧都被占道经营的商

贩堵得水泄不通， 自从城管队员将学

生路段的摊点全部引导到青年路北段

后，方便了市民出行。城区学校周边地

带，历来都是商家的必争之地。针对人

流高峰期，我们安排专班人员，分早、

中、晚三个阶段进行错时管理，将占道

经营的摊贩清理到规划区， 以防交通

堵塞。 ”

当日

19

时

30

分， 记者随解放区

城管执法三大队来到民主路、 人民路

等路段进行采访。在民主路南段、市十

八中学对面， 一位年轻人正在路边经

营小饰品， 和他并排的一位老年人正

在经营生活用品。除此之外，太行路段

市外国语学校与幸福街小学之间的流

动商贩被引导到新华街北段百货大楼

超市周边； 工业路段解放区实验学校

附近的商贩就近疏导在友谊路南段的

便民市场。

解放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指出，

虽然对辖区的流动商贩划分了区域，

但要使地摊真正步入规范化、合法化，

还需要城管执法人员和商贩的相互理

解和共同努力， 最终使每一个摊位点

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超载货车被查处 司机玩起躲猫猫

———我市联合整治货车抛撒交通行为见闻

本报记者 王水涛

为加强城区建筑垃圾及散装

货物运输车辆管理， 防止沿线抛

撒污染路面行为， 维护整洁的城

市环境和交通秩序 ，

4

月

29

日

晚，市城管局、公安局、公路局等

多部门联合行动， 集中整治货车

抛撒交通行为。

29

日

22

时许，市城管局、公

安局、 交通局等多部门数十名执

法人员紧急集结， 在我市普济路

与影视路交叉口、 山阳路与焦辉

路交叉口的牛庄转盘设置两个执

法点， 对城区建筑垃圾及散装货

物运输车辆抛撒的交通行为进行

综合整治。 据了解， 此次综合整

治行动， 市城管局共出动

40

余

人和多台执法车辆， 市公路局出

动

10

名执法人员和

2

台执法车

辆。

23

时许，一辆满载货物的货

车由北向南驶入山阳路， 执法人

员远远看到该车没有搭盖篷布，

并有滴洒抛漏现象， 立即示意该

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该车滑行

了约

50

米后停靠在路边，车后的

路面上留下了两行从车里流出的

水渍。原来，这辆车上满载着水洗

沙，且高出车厢一大截，沙子混合

着水顺着车体的缝隙不断滴漏到

地面。

货车司机在执法人员到来之

前匆匆下车， 锁上驾驶室门后藏

匿起来。 市公路局路政支队流动

稽查大队队长魏家明说， 这辆车

是经过改装的农用车， 车上满载

的水洗沙已严重超载， 由于其没

有对车体进行密封处理， 导致水

洗沙滴漏到马路上， 这样会对道

路造成水毁， 降低道路的使用寿

命。

在执法人员的守候下， 该车

司机主动回到现场找到执法人员

承认错误， 执法人员对其违规行

为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且对其下

发了 《关于对城区建筑垃圾及散

装货物运输车辆抛撒进行综合整

治的通知》， 在司机写了保证书

后，执法人员对其车辆放行。

“凡在城区内从事建筑垃圾

和沙石、土方、混凝土、灰浆等散

装货物运输的车辆， 在车辆驶出

施工现场前必须严格冲洗车体、

车轮，严禁带泥上路，并按标准安

装密闭装置， 对运输车辆密闭全

覆盖，严禁遗撒，避免污染路面。”

市城管局党委委员、 市城建监察

支队支队长王慧彬说。

“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城

区建筑垃圾和散装货物运输车辆

管理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需要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从源头进行治

理， 需要多部门联动开展交通综

合整治行动， 进而有效维护整洁

的城市环境和交通秩序。”王慧彬

说。

图为执法人员

4

月

29

日查处一辆严重超载且存在抛撒现象的车辆。 本报记者 高小豹 摄

记者走基层·探班城管记者走基层·探班城管

5

月

4

日

17

时

43

分， 市解放路与焦东路交叉口西

南侧一家大药房门前，部分商品被摆放在店外经营。北侧

停放的车辆将原本

10

余米宽的人行道占去近三分之一，

该超市门前东侧的广告牌又将人行道占去一部分。

本报记者 摄

曝

光

台

城管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本报记者 马允安

4

月

16

日，天一亮，市北环路与

塔北路交叉口西北角的早市上已是人

声鼎沸。

一大早， 山阳区城管局二大队二

中队的

10

余名城管队员就到达那里。

中队长李小波直言不讳地跟记者说：

“今天我们人手不足， 有几个人休息

了，长年的加班加点，一年几天的休息

时间很珍贵。 ”

今年

31

岁的李小波有

8

年部队

生涯，在

2009

年新疆

7

·

5

事件中荣立

三等功。 他工作干练，性格爽直。 当记

者提出跟随采访的要求时， 他愉快地

答应。

时间：

7

时许

地点：缝山公园下早市

任务：确保道路通畅

“大爷，请往里边挪一下，不然会

影响行人通行，也免得碰到您。 ”面对

一位

80

来岁卖菜的老大爷，城管队员

们耐心地劝解。 “这位老大爷家境富

足， 就是闲不住， 喜欢出来做点小生

意，那位大妈就住在附近……”几乎每

个商贩的基本情况， 队员们都能说出

一二， 这也为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多

便利。

“点名时间到了！ ”

7

时

50

分，队

员们一齐聚集在早市东南角的摄像头

下。 原来他们每天的几次点名都是利

用街头的监控设备在工作岗位实时录

像，查验人员出勤情况。

时间：

8

时许

地点：周庄路

任务：清理占道经营

趁点名的时间， 李小波简单进行

了分工，

8

时许，记者随其中一组到周

庄路清理占道经营。 “周庄路比较窄，

路边机动车乱停现象多， 如果商贩们

再占道经营，道路将更加拥堵。 ”李小

波介绍。

路边占道摆摊的店主对城管队员

们都不陌生，基本上都很配合，更多时

候， 城管队员们都得动手帮他们整理

物品，搬运东西，店主已习以为常。

时间：

8

时

30

分

地点：北环路中段

任务：清理小广告

整理完周庄路的占道经营， 留下

2

名队员维护， 记者和另外

3

名队员

到北环路检查清理乱扯乱挂和乱贴乱

画的小广告。 一名队员随身携带着一

个铁铲，发现小广告马上进行清理，对

于在路边晾衣服的， 队员还要跑到店

门口叫主人及时收回， 并建议妥善处

理。

“讨厌不讨厌城管

?

”记者悄悄地

问了一位店主。 “肯定讨厌啦！ 不过他

们也不容易。 ”店主说。

时间：

9

时许

地点：北环路与塔北路交叉口东

任务：劝说早餐摊点按时转移

任务繁重并不是城管队员工作压

力的全部，有时候，他们还要遭受拒不

配合摊贩的压力，当天上午，记者就目

睹了这样的一幕。 一名城管队员劝说

早餐店老板

9

时把摊点转移到店内

时，遭遇了男店主强烈抵触。 “我就是

不挪，这生意没法做了！ ”一个光着膀

子的中年男人一边大喊一边拿着菜刀

比画着，情绪非常激动。

了解了该店的经营情况， 李小波

与男店主认真沟通：“你看， 人家的餐

车都没在店外摆， 生意的好坏应该从

经营的品种、味道等多方面考虑，并不

是摆到外边就能多卖， 做生意也得从

城市管理的大局出发……” 合情入理

的劝解，让店主的情绪慢慢平复。

“多一点沟通，多一些理解，多一

个微笑，多一点思考，多一分坚持。”李

小波告诉记者， 工作中首先要先理解

商户、小贩，把他们当朋友一样对待，

工作就容易多了。

9

时

50

分，城管队员们大部分都

还没顾上吃早餐， 可他们接下来还要

去巡查，防止“三种经营”反弹。他们的

工作是全天候的， 每个时段都有固定

的任务， 午餐、 夜市等高峰时段会更

忙，只有到了晚间夜市结束，他们才算

真正下班， 第二天

7

时又开始新一天

的工作。

依法管理市政设施

努力破解执法难题

———市政设施管理所工作小记

本报记者 李文静

道路塌陷、排水不畅通、供水、供气管道

损坏……市政设施一旦出现问题，不仅严重

影响居民生活，甚至造成整个城市瘫痪。

5

月

4

日，记者在市政设施管理所采访时了解到，

去年以来， 该所共处理道路存在问题

2016

个，处理擅自挖掘城市道路、损坏市政设施

行为

13

起。

据了解，市政设施管理所有四个管理大

队和一个督查大队， 主要负责全市

28

条主

干道的市政设施行政执法管理，同时对依附

于城市道路的通信、供电、供气、供暖等设施

依法进行监管。 为打造宜居生活环境，市政

设施管理所在坚持长效管理机制的同时，不

断创新工作方法，该所管理人员和督查人员

坚持日巡查制度，每条路每座桥都安排专人

巡视负责，要求做到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反馈结果，形成有效监管机制；建立城市

道路挖掘计划的预申报制度，针对施工道路

不规范的现象， 通知施工单位召开现场会，

提出要求，限期整改；走访燃气、水务等经常

性破道施工的单位征求意见和建议，提高管

理标准。

“一个多月前，有市民反映位于丰收路

锦祥花园附近的人行道外侧，出现

6

平方米

的下水道盖板破损情况，执法人员到达现场

后，发现根本找不到产权单位。 ”该所所长王

慧芳说，针对群众反映的这一问题，工作人

员经过一个月的走访，最后通过协调一个建

筑公司对损坏盖板进行了维修。

事实上，这样的难题并非个案。 非市政

管网老化、堵塞所致的污水漫流现象，处理

时，因为年代过久而找不到产权单位；老化

断裂的电线杆，空中凌乱垂落的线缆，联系

相关单位查看后，都表示不是“亲娘”；新修

好的道路因为移交不清， 一旦出现问题，也

苦于找不到维修单位……这些的三不管情

况，常常让市政监管工作陷入尴尬境地。

一方面市政设施损坏必须依法进行处

理， 另一方面又面临找不到产权单位的困

扰，这时候，本该行使行政执法权的市政设

施管理大队不得不自备工具动手解决问题，

自己解决不了的，想方设法协调其他单位出

面解决。

而究竟该如何走出困境形成长效管理

机制？ 不少执法队员也有自己的看法。

“对于沿街居民楼院的化粪池、分支线

排水设施以及家属楼院或社区的配套设施

出现的问题，按属地管理、条块结合的原则，

由所在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负责协调

处理解决。 同时，对

28

条主干道两侧非市政

管网污水漫流， 应由市城管部门确认后，统

一纳入市政管网维修范围，报住建部门安排

维修，所产生的费用按规定程序报市财政审

核支付。 ”该所管理三大队大队长冯树新说。

“对于目前存在的找不到产权单位的管

理盲区，应统计报请政府处理，同时建立长

效机制，让陈旧的市政设施经过整治后能够

适应城市发展的需求，让居民生活的更舒适

更方便。 ”该所副所长孔凡全说。

牛中言：为民解困促和谐

本报记者 张 冬

五一前夕，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城管局城管大队大队长牛中言

异常忙碌 。 因为该区正在开展以

“净化、硬化、美化、绿化 、亮化 、规

范化 ”为主要内容的 “美丽示范区

整洁家园行动 ”创建活动 ，作为督

导单位的具体执行人，他每天要到

辖区巡查整改情况。

“我们排查出了

300

多处问

题 ，建立了一个台账 ，现在正在对

照台账督促各单位进行整改，整改

好一处记录一处，目前已经整改好

90

多处了，不少问题还得和各单位

沟通协调。 ”牛中言说，“我已经三

天没回家了， 一直在单位加班，今

天好 不 容 易 抽 空 回 家 换 了 身 衣

服。 ”

随后，记者跟随牛中言一起进

行巡查。 “你们广告上出现有繁体

字 ，不符合相关规定 ，得尽快进行

覆盖或者更换。 ”在一商店门前，他

发现问题后对该店店主说。

据记者了解， 牛中言

2008

年

从部队转业后就来到了示范区城

管局工作，最初在市政科。 那时候，

市政科不仅是对市政设施进行管

理，还得亲自动手进行维修。 路灯

坏了 ，他借来云梯上去修 ；井盖破

了， 他买来新井盖和同事一起换。

之后，他调到城管大队。 最初，他对

占道经营的小商贩也进行劝导，无

奈 ，他来撵 ，商贩就走 ，他走了 ，商

贩们又来了。

河南理工大学家属院门口有

个水果摊贩，摊主经常在慢车道摆

摊，牛中言几次对他劝阻仍然不听，

牛中言就和同事在绿化带以内给他

平整了一块地，让他在那里卖水果，

但商贩嫌位置不好不愿意去。 有一

次，一辆汽车进入家属院时，不小心

撞了他， 他这才开始到牛中言平整

的地方摆摊。

这件事让牛中言感触颇多：城

市管理的初衷是为了良好的秩序，

只有有序，才能安全。 此后，牛中言

和他的队员通过为老百姓解决一些

实际困难， 来拉进城市管理者与群

众的距离， 并用此事对商贩们进行

说服教育， 赢得被管理者的理解。

“城市管理依靠的是广大市民群众，

只要他们支持我们， 城市才能管理

的好， 我们管理的目的也是为广大

市民创造一个和谐的工作、 生活环

境。 ”牛中言说。

合理规划 摊贩安家

本报讯 （记者张璐） 要想取缔占

道经营，最好给商户提供另一个摊位。

进入

3

月以来， 解放区城管局针对学

生路、民主路等人流量大的地段，采取

堵疏结合的方法，划片安置区域，就近

为流动商贩安“家”。

4

月

25

日

17

时， 青年路北段市

十一中学附近， 路西人行道上经营凉

粉、凉皮、肉夹馍等小吃的摊点一字摆

开， 市民争相购买， 摊主忙得不亦乐

乎。

“这就是解放区城管局新划定的

商贩区。”解放区城管局执法一大队大

队长胡瑞涛告诉记者，“以前一到放学

时间， 学生路两侧都被占道经营的商

贩堵得水泄不通， 自从城管队员将学

生路段的摊点全部引导到青年路北段

后，方便了市民出行。城区学校周边地

带，历来都是商家的必争之地。针对人

流高峰期，我们安排专班人员，分早、

中、晚三个阶段进行错时管理，将占道

经营的摊贩清理到规划区， 以防交通

堵塞。 ”

当日

19

时

30

分， 记者随解放区

城管执法三大队来到民主路、 人民路

等路段进行采访。在民主路南段、市十

八中学对面， 一位年轻人正在路边经

营小饰品， 和他并排的一位老年人正

在经营生活用品。除此之外，太行路段

市外国语学校与幸福街小学之间的流

动商贩被引导到新华街北段百货大楼

超市周边； 工业路段解放区实验学校

附近的商贩就近疏导在友谊路南段的

便民市场。

解放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指出，

虽然对辖区的流动商贩划分了区域，

但要使地摊真正步入规范化、合法化，

还需要城管执法人员和商贩的相互理

解和共同努力， 最终使每一个摊位点

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超载货车被查处 司机玩起躲猫猫

———我市联合整治货车抛撒交通行为见闻

本报记者 王水涛

为加强城区建筑垃圾及散装

货物运输车辆管理， 防止沿线抛

撒污染路面行为， 维护整洁的城

市环境和交通秩序 ，

4

月

29

日

晚，市城管局、公安局、公路局等

多部门联合行动， 集中整治货车

抛撒交通行为。

29

日

22

时许，市城管局、公

安局、 交通局等多部门数十名执

法人员紧急集结， 在我市普济路

与影视路交叉口、 山阳路与焦辉

路交叉口的牛庄转盘设置两个执

法点， 对城区建筑垃圾及散装货

物运输车辆抛撒的交通行为进行

综合整治。 据了解， 此次综合整

治行动， 市城管局共出动

40

余

人和多台执法车辆， 市公路局出

动

10

名执法人员和

2

台执法车

辆。

23

时许，一辆满载货物的货

车由北向南驶入山阳路， 执法人

员远远看到该车没有搭盖篷布，

并有滴洒抛漏现象， 立即示意该

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该车滑行

了约

50

米后停靠在路边，车后的

路面上留下了两行从车里流出的

水渍。原来，这辆车上满载着水洗

沙，且高出车厢一大截，沙子混合

着水顺着车体的缝隙不断滴漏到

地面。

货车司机在执法人员到来之

前匆匆下车， 锁上驾驶室门后藏

匿起来。 市公路局路政支队流动

稽查大队队长魏家明说， 这辆车

是经过改装的农用车， 车上满载

的水洗沙已严重超载， 由于其没

有对车体进行密封处理， 导致水

洗沙滴漏到马路上， 这样会对道

路造成水毁， 降低道路的使用寿

命。

在执法人员的守候下， 该车

司机主动回到现场找到执法人员

承认错误， 执法人员对其违规行

为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且对其下

发了 《关于对城区建筑垃圾及散

装货物运输车辆抛撒进行综合整

治的通知》， 在司机写了保证书

后，执法人员对其车辆放行。

“凡在城区内从事建筑垃圾

和沙石、土方、混凝土、灰浆等散

装货物运输的车辆， 在车辆驶出

施工现场前必须严格冲洗车体、

车轮，严禁带泥上路，并按标准安

装密闭装置， 对运输车辆密闭全

覆盖，严禁遗撒，避免污染路面。”

市城管局党委委员、 市城建监察

支队支队长王慧彬说。

“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城

区建筑垃圾和散装货物运输车辆

管理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需要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从源头进行治

理， 需要多部门联动开展交通综

合整治行动， 进而有效维护整洁

的城市环境和交通秩序。”王慧彬

说。

曝

光

台

何有：力做百姓贴心人

本报记者 张 璐

“赶紧收摊吧！ 一会孩子们上

学，路会被堵死的。 ”每天清晨

6

时

许，市城建监察支队党支部书记何

有就带领城管队员在焦东路小学

附近清理占道经营，为学生上学提

供方便。

今年

49

岁的何有于

1988

年

从部队退伍分配到市城管局工作。

2006

年，何有担任市城建监察支队

党支部书记，主要负责市东方红广

场、火车站广场、人民广场、市长途

汽车客运总站广场及万方桥的市

容管理、城区市容巡查督导等。

26

年的城管工作让他明白了只有在

工作中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才能

成为老百姓的贴心人。

由于部分群众对城管工作不

理解，何有在工作中不知遭过多少

白眼。

2013

年

5

月，何有在万方桥

下巡查时，遇到两名骑着电动车的

妇女相撞。 谁知，何有刚准备扶起

被撞倒在地的妇女，路过的一名市

民便指着他说道 ：“你这个城管怎

么把这个女同志撞倒了，太不像话

了……”“人家没有撞我，人家在做

好事。 ”摔倒的妇女一边慢慢地被

何有扶起，一边告诉路人。

为什么老百姓看到那一幕想

到的是城管撞人， 而不是帮人呢？

何有决定从自己做起，改变城管形

象， 在工作执法中要以情感人，以

德服人。

同年

6

月，何有在火车站附近

执勤时， 一名

80

岁的老奶奶突然

晕倒，何有见势赶紧与城管队员将

老奶奶搀扶到车上送到家中；同年

8

月， 家住王储街道办事处西王储

村的陈玉琴家的房子漏水，何有得

到消息后 ，自备材料 、顶着烈日到

拆迁户家中修理漏水的房顶……

有了 “为民 、爱民 、亲民 ”的服

务理念，何有打心眼里关心体贴老

百姓 ， 渐渐地密切了与群众的关

系。

2014

年

4

月底的一个中午，何

有苦口婆心地劝说在焦东路小学

门前占道经营卖衣服的一对夫妻。

起初 ，这对夫妻不仅不听 ，还说他

多管闲事。 旁边一位正在接孩子的

老人站出来说 ：“你们这些商贩只

管赚钱 ，不顾影响 ，要不是这位城

管大哥天天在这个时候疏导商贩，

家长根本不可能顺利接孩子。 ”

在一片家长的指责声中，那对

夫妻低下头迅速收拾衣服离开。 何

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 ：“能得到

群众的理解， 比什么都幸福。 ”然

而 ，何有清楚地认识到 ，城管工作

每天都是从零开始，前一天的成绩

已经伴随前一天过去，新的一天城

市又会面对很多新的问题，工作不

能停止，努力更不会停止。

从万方桥到市东方红广场、从

火车站到市长途汽车客运总站广

场 ， 何有每天至少要往返四个来

回。 从东方发白到暮色降临，无论

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他的脚步

总是不停地在奔走着。 对占道经营

拒不整改的商户，他并不生气一遍

遍劝说；对放在店外的水桶、架子，

他一次次帮商户搬进去……半个

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那些

冷嘲热讽和为他担忧的人都开始

对他刮目相看，路段上的市容环境

一天天整洁、有序起来。

马村区城管局：引摊入市 消除马路市场

本报讯 （记者张璐 ） “在市场

内经营，不用风吹日晒，也不用和城

管队员打游击，比以前在路边上摆摊

好多了。”

4

月

24

日上午，曾在马村区

南水北调安置小区中兴路南侧四区、

五区间占道经营的周大爷一边整理

摊位上的小青菜，一边感慨地说。

据了解， 早些年由于居民日常生

活需要，一些修理摊、肉摊、鱼摊、自产

自销蔬果摊等摊贩在该安置小区四

区、五区间一条主要道路上摆摊经营，

形成了马路市场，不仅严重堵塞了道路，而

且对周边的环境卫生造成了影响。

为了消除马路市场，马村区积极

协调相关部门投资

200

余万元，在南

水北调安置小区附近建成了中兴集

贸市场， 于

2014

年

2

月正式投入使

用。 “引摊入市”吸纳了众多占道摊贩

入市经营，周大爷就是其中之一。

马村区城管局局长刘肖华说 ：

“引摊入市既解决城市管理问题，又

软化了占道摊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

让占道摊贩在不失去谋生手段的同

时能够合法经营。 ”

据了解，马村区城管局还联合公

安、交警、工商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

队伍，对该安置小区、四区、五区间占

道经营进行集中清理，积极动员商贩

进入集贸市场合法经营，彻底消除了

周边的马路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