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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沟通协调
做让群众“满意”的治水工程
东凤镇治水工作组副组长黄敬棠介

绍，东凤镇目前已开工建设 100条河涌和
61条道路，埋管、沉井等工作正在紧锣密
鼓地进行中。检测污水管网达 32.6公里，
修复了 610.7 米，清淤工作共计完成
12819.41立方米。

为避免埋管、清淤等治水施工对群众
的日常生活造成过多影响，市水务部门，
镇、村两级治水工作组与群众、施工方、生
产小组多方协调沟通，现场确定解决方

案，让工程跑出“加速度”。
推进治水工作，西罟步村的做法是

“以情动人”，加强沟通协调。该村在每个片
区和生产小组都配置小型喇叭进行宣传，
村“两委”和治水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利用下
班时间，挨家挨户派发宣传单张并进行口
头宣传，确保每位村民都了解工程的意义
和进展；在施工开始前，施工方和村“两委”
积极配合，例如在施工要塞点实行早晚高
峰的交通疏导，对村民的农房进行前期检
测，做好详细记录。施工过程中，他们不断
跟进，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切实保障村民的
住房安全和减少施工带来的交通不便。

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施工
员王庆介绍，中山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
程——东凤段指天河段的施工总长度约
1.2公里，目前施工进度约 80%，预计 12月
底会完成工程施工。“真的要日夜兼程抢
进度，群众最希望就是‘快’，毕竟会造成
一定程度的交通堵塞。”黄敬棠说道。他还
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东凤镇全镇约 290

户房屋在水污染治理过程中发现受损，60
户已处理。每户受损房屋的赔付标准视损
害程度来定，采取“快处快赔”与“鉴定定
损”来调处赔付问题。黄敬棠说，凡出现因
施工造成的房屋损坏问题，治水工作组会
立刻组织施工方与屋主沟通协商赔付事
宜，“一事一办”，尽力做到让群众放心与
满意。

■加强监督反馈
邀请群众担任治水“监督员”
“西罟步有三个片区，最多的时候有20

多个工程班组进村，他们的熟练程度会影
响到治水进程。镇、村两级治水工作组通过
书面、现场培训，让小组的村民去进行监督
工作，效率会更高。村里每天有穿蓝色马褂
的网格员奔赴各个施工现场进行监督登
记。”西罟步村二十七小区队长，未达标水
体监督组组长简伟洪提到。

“一旦在施工现场发现问题，我们会就

近寻找热心群众，协助生产小组组长、网格
员进行监督。治水工作组的宣传工作和培
训做得很足，很多工程细节、非特殊工艺的
施工，群众都会帮忙担任‘监督员’。”东凤
镇治水工作组现场管理工作人员简梓峰介
绍。例如施工过程中的“植筋”——将钢筋
植入混凝土，一旦群众监督发现施工方没
有按照达标的深度和厚度进行钢筋植入和
水泥浇灌，他们会马上反馈给村治水工作
组，现场督改，避免日后出现地基下沉。

“出了问题再去协调，对整个工程的
进度影响很大，村民更难接受。提早做好
解释工作，他们更可能会支持你。”副镇
长黄柱洪剖析道。他介绍，镇、村干部按
照“干部带着项目跑”的部署要求，协调
好各方关系，施工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
要第一时间现场办公进行解决；除了东
凤镇治水工作组成员外，东凤镇还积极
调动了村级治水专班、生产队长甚至村
民对治水工程进行监督，将解决问题的
机制进行前置。

群众担任治水“监督员”
“一事一办”跑出加速度

东凤镇锁定源头截污、主管疏通等突出问题攻坚克难，开启全民治水新局面
在东凤镇西罟步村指天河畔，三

角梅绽放，河畔边呈现出一派繁忙而

有序的劳动景象：水泥砂浆搅拌车轰

鸣作响，挖掘机驾驶员专注地操作机

械吊臂，施工人员则绑紧排污管安全

带进行埋管。

“明确10大重点片区目标任务，

除了市调派6名指导专干，另抽调20
名干部充实治水队伍，同时发动全镇

人大代表、党员、村治水专干、村民小

组长参与监督工作，开启全民治水新

局面。”12月3日，东凤镇副镇长黄柱

洪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悉，今年下半年以来，东凤镇

平均每月完成污水主管网建设 16
公里，检测污水管网达32.6公里，修

复了 610.7米，已建设污水主管网

133.4 公里。清淤工作共计完成

12819.41立方米。截至目前，东凤镇

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涉及 102
条河涌、112条道路共约 231公里，

已开工建设 100条河涌和 61条道

路，埋管、沉井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中，建设进度约58%。

整治后的指天河干净美丽。 本报记者 余兆宇 摄

三乡镇大布村是市委组织部基层
党组织“双联双助”结对共建单位。今年
8月13日，双方签订共建协议以来，市委
组织部党员先锋队多名党员干部带头
干、群众跟着一起干，双方在大布村治
理共抓、解决发展难题、办好民生实事
方面紧密合作，取得初步成效。

走进大布村村民陆浩源家门口的
小公园，一条青石板路穿园而过，在青
石板路的两边，荔枝树枝繁叶茂，黄皮
树高大挺拔。公园一角，碉楼则静静地
矗立，它是大布村的标志性建筑，见证
了岁月的变迁。沿着青石板路继续前
行，便能看到村民陆浩源专门为村里修
建的四个石凳和石板台，方便村民在此
休憩。

“过去这里脏乱差，我回家的时候
都是绕着走。后来，市委组织部和大布

村委的干部来这里调研，看到这个情况
后，动员我进行清理改造，我积极支
持。”陆浩源告诉记者，为了改造好他家
门口的小公园，看到市委组织部的党员
先锋队成员亲自干活，清理杂物，他确
实被感动了，因此下定决心动手改造好
自己的门前环境。陆浩源指着公园里的
两棵黄皮树说，这两棵树有30多年了，
过去长在杂草丛中，现在周边的环境清
理干净后，感觉我们和树之间更加亲密
了。每天傍晚，村里的孩子放学后，都会
跑到这里戏耍，他的家门口一下子变热
闹了。大布村党委委员黄嘉文表示，村
民们支持“三清三拆”工作，村干部在推
进“百千万工程”百日攻坚中，信心很
足。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大布村已经
清理卫生黑点12处，清拆窝棚3间。

本报记者 黎旭升

“荒草地”改出“小公园”
11 月 25 日，三乡镇圩仔社区居民

张敬园正在忙着装修自己的房子，门
前道路显得格外干净，拉送材料的货
车整齐排列在道路两边。他不仅没有
因为自己正在进行的装修破坏村容村
貌，而且将社区一块闲置多年、杂草丛
生的荒地进行平整，给附近居民营造
舒适的生活环境。

“过去这里蚊虫飞舞，因为没有工
具，无法清理。这次我刚好在装修，租了
挖掘机过来，顺便将这里进行清理。”张
敬园说，原来这个地方经常堆满垃圾，
由于地块所有人不在，所以看上去破败
不堪，卫生环境很差，影响了整个社区
环境，大家也有很多怨言。随着全市和
三乡镇“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他意
识到，打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每个居民
责无旁贷。

“等我的房子装修好了，所有的垃圾
清理完毕，我计划在这里种一些树木。社
区环境舒适了，居民生活就更加健康，心
情也会变好，社区就会和谐。”张敬园说。

临近傍晚时分，记者看到社区居民
有的遛狗，有的散步，谈起张敬园积极清
理垃圾的行为，大家纷纷竖起大拇指，点
赞他的暖心举动。

三乡镇圩仔社区居委会委员、副主
任郭伟华认为，如果没有挖掘机，我们可
能需要两个月时间才能清理完毕。其实，
圩仔社区有这样的人居环境，就是像张
敬园这样的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通过
发动社会的力量，居民参与的方式进行
环境卫生的整治，不但能够将社区治理
好，而且大大拉近了社区干部和群众的
距离。

本报记者 黎旭升

圩仔社区居民主动为人居环境美化出力

本报记者 高倩荷

租来挖掘机清理社区卫生死角
干部示范群众跟着干，大布村“双联双助”结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