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温下的环卫工

本报记者 李文静

5

月

29

日

12

时

30

分，烈日炙烤着大地，

就在所有人都渴望休息的正午时分，山阳区环

卫处环卫三所的环卫工人，却不得不穿上厚厚

的工作衣，开始下午的清扫工作。

和所有环卫工一样，负责人民路段清扫工

作的康利萍，穿上外套、戴上口罩和手套，拿起

清扫工具和一壶白开水，便向自己分管的路段

走去。

“凌晨

3

时要对所有路面统一进行清扫，

7

时对路面进行保洁。 为了保证路面清洁，中午

还要对人民路人行道上再次进行清扫。 ”康利

萍说。

今年已经

43

岁的康利萍是环卫工人中的

“年轻人”，大多数工人的年龄都在

60

岁以上。

对于这些年纪偏大的工人来说，已经到来的高

温是一场“硬仗”。

人民路上几乎没有阴凉地，康利萍忍着高

温炙烤，虽然带着厚厚的口罩，垃圾车散发的

臭味依然令她难以忍受。

清扫了十几分钟， 康利萍已经浑身湿透，

看到自己分管的区域绝大部分还没有清扫，她

擦了一把汗，继续干活。

“清扫工作要避开上下班人流高峰期 ，

而人流较少的时间 ，恰好是一天中最热的时

候，普通人在高温下站几个小时都会头晕难

受，何况我们还要不停地挥动手中的扫帚。 ”

康利萍说，“实在支撑不住了 ，就找一个有树

荫的地方 ， 靠着大树休息一会儿后继续干

活。 ”

从

12

时

30

分开始干到

14

时， 因为出汗

太多， 满满一壶水已被康利萍喝得干干净净。

“在高温下工作，唯一解暑的办法就是喝水，但

如果找不到可以接水和上厕所的地方，水也不

能多喝。 ”康利萍说。

在环卫工人心中， 辛苦和汗水都不算什

么，最重要的是能得到市民的理解和尊重。 山

阳区环卫处环卫三所所长肖毅说：“只要大家

都自觉爱护环境卫生， 理解环卫工人的辛苦，

再大再多的困难我们也不怕。 ”

本报记者 李文静

5

月

30

日

20

时许， 位于韩愈

路与玉溪路交叉口的万鑫夜市，灯

火通明，人声鼎沸。

18

个啤酒摊位

前不仅客源充足、经营有序，而且每

个摊位前都统一配备了垃圾容器和

泔水桶。

万鑫夜市的这

18

个摊位，原本

是分布在玉溪路与韩愈路等地段长

期进行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 半个

多月前， 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管

局的组织下， 这些流动商贩才在万

鑫夜市安了“家”。

“没有进入夜市之前，天天和城

管队员打游击，有人执法我们就跑，

没人了我们再接着摆，心里总发慌。

进入正规夜市半个多月来， 心里踏

实了，人气越来越旺，生意也越来越

好。 ”一位商户感触颇深地说。

据了解，

18

个流动摊位之前长

年在玉溪路与韩愈路十字口、 世纪

路与九州路交叉口、 河南理工大学

南门等地段占道经营， 给市民出行

造成不便。“这些流动商贩大多是周

边的失地农民， 没有工作和收入来

源， 迫于生活压力， 靠摆摊维持生

活，如果单纯地进行取缔，这些商户

的生活会更加艰难。”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城管局城管大队大队长牛中言说。

据了解，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该局一方面对辖

区占道经营情况进行彻底排查，建立台账，详细记

录每个摊位的位置、商户姓名、联系方式及家庭情

况；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合适的占道经营疏导区。经

过多方寻找和比较， 最终在韩愈路与玉溪路交叉

口紧邻万鑫商城的地方，找到一片

2000

平方米的

空地，地理位置优越，非常适合设立疏导区。随后，

他们对疏导区进行了统一规划， 共规划摊位

20

个，每个摊位占地约

100

平方米。 接着，执法队员

通过电话沟通的方式， 通知所有商户到该局参加

动员会。

“虽然前期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把商户集

中到城管局开会，难度依然较大，为了做通一个商

户的工作，经常需要打五六个电话才行。 ”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城管局副局长魏群力说。在动员会上，

该局对入驻商户从遵循自愿原则、 服从拥有方管

理、 文明诚信经营、 配备设施等方面提出相关要

求，并于

5

月

9

日下午，以抓阄的方式为

18

家摊

位确定摊点位置。

5

月

12

日，在城管局和疏导区拥有方的组织

下，

18

家流动商户有序入驻万鑫夜市。 这一天，万

鑫夜市成为

18

家流动商户的“家”。

“首个疏导区的设立是城市管理工作的一次

有益尝试，对于提高示范区的城市管理水平，树立

城管队伍亲民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是贯

彻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举措。”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管局长翟文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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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3

日 星期二

第

10

期

公 告

根据 《焦作市人 民 政 府 常 务 会 议 纪

要 》 （

[2014] 1

号 ） 文件精神 ， 《焦作市

关于进一步处理房屋所有权和房屋用地

使用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 （焦处遗

[2012] 1

号） 执行期限延长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现将房屋所有权和房屋用地使用

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登记方案公告如

下：

一、 登记范围

本 市 城 市 规 划 区 国 有 土 地 范 围 内 ，

2005

年

12

月

31

日前建成并投入使用、 因

未办理土地、 规划、 建设等审批手续或审批

手续不全而无法进行房屋和房屋用地权属登

记的房屋。

被公告列入我市拆迁范围的房屋

,

不在

本意见处理范围。

二、登记条件

（一）不影响城市近期建设规划，不影响

城市道路、市政设施、城市河道、高压走廊、消

防通道等；

（二）土地、房屋权属来源清晰，无争议；

（三）不属于危房。

三、登记时限

登记截止时限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请

符合上述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在规定时限内前

来登记，逾期不再受理。

四、登记地点

解放区丰收中路

1566

号焦作市房产管

理中心办证厅一楼

22

号窗口。

五、联系电话：

8795822 8795299

六、联 系 人：谢世阳 张永亮

焦作市房产管理中心

2014

年

5

月

27

日

解放区：百余台木炭烧烤炉下岗

本报讯 （记者张璐）

5

月

27

日晚，解放区城

管局对辖区露天有烟烧烤整治情况进行检查，记

者跟随采访时发现， 许多烧烤店已换上了清洁能

源灶具。

在南通路北段一家沿街烧烤店， 一位师傅正

使用燃气无烟烧烤炉烤制羊肉串， 羊肉串上的油

滴到烤炉上，并不见烟雾形成。 “虽然液化气成本

比木炭成本要高一些，但是避免了油烟生成，不污

染空气，做生意良心上也过得去。 ”师傅一边烤羊

肉串一边说。

没有了烟味， 面对用清洁能源灶具做出的烤

肉， 大多数市民都表示与以前的味道没有什么两

样。 一位正在吃烤肉的王女士说：“使用清洁能源

烧烤能减少有害物质产生， 这样的烤肉吃起来更

放心。 ”

据了解，在用木炭进行烧烤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烟尘及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一氧化碳等污染

物，其中含有一定量的致癌、致畸、致突变物质，部

分有害物质会进入肉食。与此同时，烧烤时添加的

辣椒面、 孜然等辛辣味随同油烟等污染物一起排

放到空气中，周围居民、路边行人吸入还有可能引

起呼吸道病变。

为了引导沿街餐饮经营商户遵守城管法规、

主动整改有烟烧烤行为， 发动辖区居民抵制有烟

烧烤， 解放区城管局自

5

月初以来每天安排

8

辆

车身设置有“取缔有烟烧烤 维护良好环境”宣传

标语的执法车，在辖区大街小巷巡回播放“蓝天雷

霆行动”宣传录音；积极协调辖区

200

多家沿街门

店利用自有

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取缔有烟烧烤

减少大气污染”等“蓝天雷霆行动”宣传标语；印发

1000

份《关于取缔露天有烟烧烤的通知》，告知广

大商户群众，形成了浓厚的整治宣传氛围。

“目前，辖区

150

余家烧烤店都已换上了清洁

能源灶具。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巡逻排查，坚

决取缔有烟烧烤，巩固整治成果，打造整洁的市容

环境。 ”解放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解放区：疏堵结合治顽疾

本报讯 （记者李文静）

5

月

27

日《城市瞭望》周刊《曝光

台》栏目，对卫校西街占道经营现象，以及对附近居民出行造

成的影响进行了报道。

报道见报当天， 负责该路段的解放区城管局第四执法大

队相关工作人员对新园路与卫校西街交叉口东南角与西南

角、 卫校西街月季农贸市场门口等区域的占道经营现象进行

集中整治。

“卫校西街占道经营现象在夜间尤为突出，一方面考虑到

这些流动商贩多是没有生活来源的困难群体， 一方面考虑到

周围居民有一定的需求，因此，这次整治工作以堵疏结合的方

式，在取缔的同时，积极引导流动商贩进入农贸市场和建设西

路特定区域进行经营。 ”解放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为彻底治理卫校西街占道经营现象，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解放区城管局安排执法队员做到一天一检查，一天一

督导，责任到人，追责到位。 在确保日常精细化管理效果的同

时，该局在建设西路积极寻找合适区域建立疏导区，让流动商

贩固定下来。

“流动商贩流动性很强，不同时间段会在不同的区域占道

经营，只有让流动商贩不再流动，进行规范经营，才能从根本

上治理占道经营现象，为此，我们在积极协调规划便民夜市的

同时， 对每个流动商贩的名字、 联系方式等信息进行登记造

册，在监督管理的同时，发挥商贩自治管理作用，实现长效管

理。 ”该负责人说。

垃圾无害处理

促进资源循环

———市城市垃圾处置管理站

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张 璐

“我们脚下就是深

22

米，能容纳

220

万

立方米的垃圾填埋区。 ”

5

月

28

日，记者到市

城市垃圾处置站进行采访， 站在松软的土堆

上远眺，只见绿树成荫、花草繁茂、道路宽敞

,

没有一丝异味， 很难想象脚下踩得就是成堆

的垃圾。

据了解， 市城市垃圾处置管理站隶属市

城管局二级机构， 于

2008

年

12

月正式投入

运营，是我市第一座垃圾无害化处理场。该管

理站位于修武县周流村南 ， 场区占地面积

554

亩，总库容

420

万立方米

,

设计日处理能

力

970

吨。工程采用卫生填埋工艺，一期工程

包括

220

万立方米的垃圾填埋库区项目，日

处理

200

吨的垃圾渗滤液处理项目 。

2010

年， 市政府投入资金对渗滤液处理设施进行

提标升级。目前，该站已达到国家一级排放标

准。

“为确保城市生活垃圾实现无害化处理，

项目在建设初期，建设了渗滤液导排系统、环

境监测系统及进场垃圾计量检验等配套功能

设施，并严格按照垃圾运输车辆进场、智能化

计量、有害垃圾检验、定点倾卸、机械摊铺、压

实、消杀、黄土覆盖、渗滤液处理等一系列工

艺流程和管理规范操作， 有效保证了垃圾的

无害化处理效果。同时，该站管理人员定期开

展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等项目环保监测

工作，保证了各项环保指标达标。 ”市城市垃

圾处置管理站站长郭光志说。

据了解，去年汛期，针对雨季垃圾含水率

高无法及时覆土、排水不畅等难题，该站用建

筑渣土修建了车辆进场专用作业道路， 严格

控制作业面坡度，消除坑槽，保证了作业面平

整，方便了雨水快速导排，有效缓解了雨季作

业困难的情况。

随着城市化进程地加快， 该站日进场垃

圾量已达

800

吨。为此，该站不断开拓生活垃

圾资源化综合利用市场化运作渠道， 引进了

沼气发电项目， 并于

2011

年

3

月建成投用。

该项目能够完成日发电量约

28000KWH

，年

发电量近

1000

万

KWH

， 预计

CDM

碳减排

55000

吨。 不但可以促进我市可再生能源的

开发利用，使垃圾填埋气体变废为宝，还可以

有效改善生活垃圾场周边环境， 推进生活垃

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进程。 我市的生

活垃圾处理工作正逐步走向规范化、 精细化

的管理轨道，该站先后被评为“河南省污水垃

圾处理设施运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河南省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运营先进单位”“全省建设

系统青年文明号”“群众满意基层站所评创先

进单位”，在省住建厅组织的年度动态管理考

核中连年被确定为优秀格次。

努力向群众交出满意答卷

———从市东方红广场东巷整治看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建立

本报记者 李文静

多年来，饱受群众非议、反复治理收效甚微

的市东方红广场东巷“三种经营”行为近日得到

了有效整治，改善了周围居民的生活环境。

这样一个城市管理中的顽疾是如何整治的？

类似这类现象在我市还有多少。 城市到底该如何

管理呢？

5

月

30

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对有关部门进

行了采访。

成效：市东方红广场东巷旧貌换新颜

流动商贩占道经营、道路拥堵不堪的现象不

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顺畅有序的路面环境；人行

道上门店外进行店外经营的大棚、桌椅板凳不见

了，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整洁的人行道；夜晚周围

的居民再也不用为油烟噪声污染而苦恼，可以尽

情享受夜晚的宁静和美好……最近一段时间，市

东方红广场东巷的变化成为街头巷尾市民讨论

的主要话题。

长期以来，市东方红广场东巷环境卫生脏乱

差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生活。 “由

于该地段处于城市繁华地带， 周边流动人口聚

集，带动餐饮、夜市消费，经营商户成分复杂。 同

时，因为没有专业市场，周边没有可以容纳商户

的合适经营场地，商户长期占道经营，门店店外

经营，乱扯大棚，严重影响市容和道路交通；经营

过程中乱倒垃圾、乱泼污水、随地便溺，油烟污染

现象十分严重，严重影响了环境卫生，不仅食品

卫生状况堪忧， 而且消防安全等问题也十分突

出。 ”山阳区城管局副局长李建雷说。

对于这些情况，在过去几年间，市、区城管部

门对市东方红广场东巷进行过多次治理，但整治

效果始终不理想。 今年

5

月初，自“蓝天雷霆”行

动开始以来，山阳区决定以此为契机，决心要改

变市东方红广场东巷脏乱差的历史，打造东方红

广场商圈新形象。

经过前期的告知和宣传，

5

月

27

日上午，由

山阳区政府牵头，该区城管、公安、环保、工商、卫

生、街道办事处 、食药局 、环卫处等部门联合执

法， 关闭了市东方红广场东巷沿街

17

家无证餐

饮门店， 取缔了

36

个沿街占道摊点， 拆除了

29

个沿街占道大棚。 全面取缔后，为避免死灰复燃，

相关执法部门还要每天巡查到

24

时。

“市东方红广场东巷脏乱差的现象已经到了

非治理不可的地步，本来就不宽的道路被占据一

大半，车辆严重拥堵，油烟噪声污染严重，夏天无

法开窗户， 一些摊位甚至摆在解放路快车道上，

这次多部门的彻底取缔，真可谓大快人心。 ”

5

月

30

日， 走在市东方红广场东巷宽敞整洁的道路

上，附近居民张先生深有感触地说。

思考：整治市容要严防反弹

“其实，市东方红广场东巷之前存在的脏乱

差现象，只是我市占道经营和流动经营管理难题

中的一个方面。 在我市的公园、学校、医院、农贸

市场周围，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市城管局副调研

员王世峰说， 无论是市东方红广场东巷还是学

校、医院、公园等地段存在的脏乱差问题，做到一

次彻底取缔容易， 难的是如何让多部门相互联

合，建立一个长效管理机制，让反弹和死灰复燃

的现象不再发生，真正还大家一个舒适放心的生

活环境。

市东方红广场东巷是我市存在多年的脏乱

差的典型。 这次政府的牵头和多部门的联合执

法，通过先宣传、后取缔，联合执法、集中取缔、严

格管理、严格处罚、严格问效等措施，短短

10

余

天的时间，迅速改变市东方红广场东巷脏乱差面

貌。 通过市东方红广场东巷这块“硬骨头”的治

理，让不少市民对我市城市管理工作充满了希望

和信心，相信通过联合执法，城市管理中脏乱差

的现象能很快改变，但对于取缔之后的后续管理

问题，也充满了担忧。

“学校周围的流动商贩不仅给学生上下学造

成不便，他们所经营的食品，由于缺乏相关监管，

也会对学生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位于花园街的

一位居民不无担心地说。

探路：规范要走在管理之前

其实， 市民心中不仅有担忧更有不同的看

法。

在

5

月

27

日多部门对市东方红广场东巷进

行彻底整治以后， 在很多人为此拍手叫好的同

时，也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在市民中间和网络上

出现。

“一个卖凉皮的三轮车背后是一家几口人的

生活保障，这样彻底取缔了，他们今后的生活怎

么办？孩子的学费和老人的医药费谁来负担？ ”市

民刘女士说。

网友“盛夏的果实”网上留言：原来下夜班后

爱吃的小吃和烧烤，现在再也吃不到了。

无论是市民对出现反弹的担忧还是更多不

同声音的出现，说明取缔虽然容易，但仍然不能

满足市民对城市管理工作的要求，如何做到既方

便市民又服务商户，同时做到市容环境整洁和交

通顺畅，成为城市管理建立长效机制不得不考虑

的综合因素。

“无论是对市东方红广场东巷还是对医院、

学校等其他区域的存在占道经营和店外经营现

象的整治，不能是一味的取缔，疏导和规范经营

同样重要。 ”王世峰说。

据了解，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违规经营的问

题，我市城管部门将在全市范围内规划一部分夜

市摊点，进行定时定点规范经营。 所谓定时定点，

就是让流动商贩在特定时间和特点区域进行规

范经营，在非经营时间，做到场地整洁，还道路干

净顺畅。

“在全市范围内对夜市摊点进行统一规划

后，不仅市东方红广场东巷的商贩，而且学校、医

院、公园等区域的商贩，将全部进行规范，这也将

成为近期我市市容秩序整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在

确定市容整治长效管理的大方向后，实现攻破攻

坚和多部门联合进行整治，坚决取缔违规经营现

象，还道路的原本功能，还市民一个舒适的生活

和出行环境。 ”王世峰说。

图为

5

月

27

日， 城管执法队员正在路边安

装宣传条幅。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5

月

29

日下午， 记者在中站区跃进路

1

路车终点站附近看到，

在位于路南侧人行道上的一处树坑里的白色垃圾清晰可见， 而非机

动车道上的一处扔着西瓜皮、塑料袋的生活垃圾显得非常扎眼。

本报记者 摄

十

八

个

流

动

商

贩

有

了

﹃

家

﹄

南通路上， 解放区城管局执法人员正在了解

商贩使用清洁能源灶具的情况。

本报记者 张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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