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4月 19日，中山市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为全市第

一批共 42名城市管理义务监督员

（以下简称“义务监督员”）颁发了

聘任书。据悉，义务监督员将围绕

我市城市管理的重点工作以及市

民关注关心的热点、难点，找问题、

听民意、提建议，推动中山城市管

理工作制度更科学合理，城市生活

环境更美好舒适。

本报记者 黄靖怡

■通过辐射效应
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城市管理

据了解，此次聘请的 42名义务监督
员，分别来自全市各镇街、各行业，既有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有普通个体户、社区
工作人员、企业代表等。“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人民管。希望通过义务监督
员，能够及时了解掌握我们城市管理中的
问题，及时倾听群众对城市管理的一些呼
声，使我们工作更有针对性，能够更好更
快地推动和解决问题。”市城管和执法局
党组书记、局长张永军表示，除了聘请的
义务监督员外，每位市民都可以扮演“监
督员”的角色，通过“中山城管”微信平台
的“随手拍”，将发现的城市管理问题反馈
到城市管理智慧平台，该局将及时受理并
积极处理。

市政协委员陈恒才一直很关注城市

管理工作，他认为，目前中山市民在城市
管理工作中的参与度不足，“最大的问题
是怎么把市民从‘楼上’请下来，参与到城
市管理工作中。”陈恒才表示，受聘的义务
监督员来自各个领域，由他们发动身边人
积极参与，可形成“一传十、十传百”的辐

射效应。“如此，市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发
现的城市管理问题，能及时、集中地通过
义务监督员反馈，为市城管和执法局搭建
联系群众的‘连心桥’。”

据悉，市城管和执法局将积极为义务
监督员履职搭建沟通交流平台，适时邀请

义务监督员参与城市管理体验日活动、座
谈会、交流分享会以及实地调研等；同时，
张永军建议义务监督员们熟读了解《中山
市市容环境和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法
规，科学开展宣传与监督工作。

■监督员现场提建议
各科室及时回应

现场，义务监督员与市城管和执法局
各科室负责人还进行了“面对面”问答交
流，针对“门前三包”责任制、僵尸车占位、
垃圾分类、市容环境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
议，相关科室负责人有针对性地一一回应。

“作为一名义务监督员，我希望能发
动更多市民参与城市管理，共同推动城市
环境越变越好。”港口市政园林公司副经
理苏建林表示，垃圾分类工作是争创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年
来的宣传引导，我市垃圾分类工作初见成
效，但如何进一步引导更多市民主动参与
仍需下足功夫。他建议，可充分发挥各村
（社区）干部、负责人的带头与监督作用，
引导“熟人”管理“熟人”，带动村民开展垃
圾分类。

市城管和执法局垃圾分类管理科科
长李呈耀十分赞同苏建林的建议。他表
示，垃圾分类工作不仅是环境学，还涉及
到社会学、心理学。李呈耀还分享，与苏建
林的建议相似，横栏镇已有部分村居的村
委为每户居民购买了干湿垃圾分类垃圾
桶，通过制定奖励制度，鼓励大家将厨余
垃圾与其他垃圾分别收集投放，并每晚安
排专人上门回收垃圾、做好记录。“这是符
合实际又十分规范的做法，村民从刚开始
需要时常督导，到后来形成了垃圾分类的
习惯。”李呈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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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首批共42名城市管理义务监督员受聘上岗，将在完善中山
城市管理工作制度中发挥作用

发动市民找问题 开动脑筋出主意

中山首批城市管理义务监督员接过聘任书、受聘上岗。 本报记者 王云 摄

■居民“抢麦”为家园改造“献策”
4月2日，东区街道桥岗社区苗圃场小

区一间公共休息室内，四十多位业主围坐
一堂，认真聆听东区街道城建局工作人员
介绍小区改造方案。对于小区绿化景观提
升、停车位规范设置、破损路面修复，多数
到场的居民都表示很开心。“小区和楼房
都已经很旧了，帮我们修修路，修修破损
的楼道，特别是新加了很多绿化，让小区
更漂亮，我觉得好好。”当日到场参加征询
会的张阿姨开心地说。

在居民互动环节，到场居民踊跃“抢
麦”。有的居民表示充电桩位置可以考虑离
居住区远一些，有的居民希望更换楼道电
箱、破旧的燃气设施外观，也有的居民希望
加装楼顶阳台门。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在有

的小区，居民不愿意“开麦”，选择将自己的
意见写在纸条上，投进“意见箱”。

这样的居民意见征询会，从4月2日-
7日，东区街道连续召开了12场，覆盖改造
范围涉及 7个社区、31个小区（东苑南路
121号宿舍楼除外）。“根据后续反馈回来
的意见汇总，居民意见多数集中在小区绿
化面积与停车位数量的平衡、老旧设施的
更换和雨污水处理等方面。”东区街道城
建局征询会负责人冯嘉裕介绍，目前东区
街道全部改造小区的居民意见都已整理
归类，后续将由项目设计单位研究吸纳。

“征询会上多有居民表达加装电梯的需
求，我们也解释了，本轮改造按照先急后
缓原则优先解决基础设施问题，电梯加装
属于完善提升类，按照相关要求由居民自

筹资金，政府协调推进。”冯嘉裕说。
物业管理是线下征询会的另一个讨

论重点。冯嘉裕介绍，多数老旧小区是开
放式小区，无物业管理，他们担忧改造后
的效果难以保持，“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三
分建，七分管’，对于改造后的小区管养，
东区街道正积极研究解决办法，探索让居
民先体验，感受物业管理服务带来的转
变，再由相关职能部门引导小区物业管理
进入规范化。”

记者了解到，经过对居民意见的消化
和融入，东区街道力争上半年实现32个老
旧小区改造同步进场施工。

■线上线下征询先后推进，制定更接
“地气”方案

除了线下方案征询会，去年底开始，
东区街道还组织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松
苑街小区居民娜姐便自愿担当了调查员，

“本来微信群就可以填问卷的，但是我们
这种老小区，很多老人家不会用微信，更
不会在手机上填表，我就把表格打印出
来，一户户上门去调查。”娜姐连续爬楼三
天，完成了近百份调查。

“确实很多居民没办法参与线上调
查，只能由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一起来完成这个工作。”竹苑社区党委书
记吴锡良介绍，竹苑社区 10个小区被纳
入改造范围，整个问卷调查工作花了半

个多月时间，调查了近两千户居民，多数
表示欢迎改造，“之后，我们又配合街道
召开了线下征询会，力求将每一位居民
的意见都考虑进去。”

记者查询发现，东区街道问卷调查表
主要了解居民改造意愿和改造需求，前后
共发放 3500余份，回收反馈率近 90%，为
之后的改造方案制定打下扎实基础。

与此同时，中心城区石岐街道、南区
街道、西区街道以及坦洲镇、板芙镇、大涌
镇也都同步开展了线上问卷调查。目前石
岐街道已召开从善坊项目改造方案线下
征询会，“接下来，将陆续开展其他小区改
造方案的居民意见征询。”石岐街道城市
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
贯穿我市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的核心思想。“通过调查居民需求，可以更
好地了解居民对小区改造的期望和意愿，
从而制定出更切合实际的改造计划，提升
改造的效果，为居民打造更加美丽宜居的
家园。”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老旧小区改造科
科长黄轰表示，在改造意愿征集和改造方
案征询阶段，相关镇街都开展了大量工作，
取得很好的沟通效果，希望市民群众继续
积极参与到改造意愿调查和反馈中，居民
改造意愿强烈的小区，会优先纳入储备库，
反馈意见充分的小区将优先启动改造。

围坐一堂，共商“ ”
中山举办多场老旧小区改造线下征询会，居民踊跃参与

“楼道电箱太旧，可能有安全隐患，希望小区改造的时候能够统一更换。”“花基中间

的燃气设施太不好看，影响整个小区的绿化景观，能不能改改外观？”……近日，在东区

街道桥岗社区举办的老旧小区改造线下征询会上，苗圃场小区居民纷纷提出改造建议，

为自己的家园建设出谋划策。

“加快老旧小区改造”被列为中山市2023年十件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全市纳入2023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储备库的小区共186个。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山多镇街正紧锣

密鼓地推进改造方案居民意见征询会，居民踊跃参与，接下来，居民意见将被汇总、分

类，最大程度地吸纳进入改造方案。

本报记者 李红 通讯员 卢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