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建设不停步 提档升级再出发
——我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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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潋滟晴方好，人间最美四月天。近段
时间以来，漫步鹰城街头，你会不由自主地被身
边的景色吸引，感受到这一古地新城旖旎多姿
的美：街道上干净整洁，公园里绿树成荫，湛河
两岸桃红柳绿，白龟湖畔风景如画，白鹭洲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野鸭戏水……

城市品位显著提升、市民面貌昂扬向上、
生活环境优美宜居……对于因煤而立、因煤而
兴的资源型城市来说，这一切主要得益于全市
人民持续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的辛勤
付出。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平顶山改善城市环境
的步伐从未停歇。

自 2015 年我市获得国家卫生城市荣誉称
号以来，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以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品位、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
感为目标，保持机构不散、标准不降、力度不减、
创建不止，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市容、城市建设
等方面的投入力度，着力巩固和提升国家卫生
城市创建成果，不断优化人居环境和发展环境。

（本报记者 韩江法 孙鹏飞）

市委书记周斌（前排左一）等一行检查“四城联创”工作。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志愿者在白龟湖畔捡拾垃圾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东工人镇街道东联社区风景如画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九天庄园小区保洁人员在进行日常保洁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新修建的乌江河口公园美景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鸟瞰鹰城鸟瞰鹰城 佚名佚名 摄摄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雷明看望慰问环卫工人。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实施三大工程
完善城市功能

老社区换了新模样，私搭乱建拆除了，占道
经营减少了，背街小巷道路修葺一新……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坚持以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为抓
手，以“三改三拆”为突破，深入实施“三大工
程”，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各项功能。

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截至目前，我市
累计完成城建投资约28亿元，实施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60 项，市区主次干道总长度达到 346.7
公里，总面积1282.75万平方米，人均道路面积
约13.5平方米。

实施湛河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湛河污水截
流，实现了“污水进管、清水进河”；18条主要支
流已全部完成截污管道铺设；湛河两岸实施了
高标准绿化；2017年以来保持了地表水三类-四
类水质。

实施增绿工程。市委、市政府提出3年造
林100万亩的目标，以中心城区生态景观带建
设为主线，精心实施筑山造绿、沿河布绿、依湖
造林、建景筑园等绿化美化工程。去年，我市完
成造林绿化32.64万亩，创历年来之最；去冬以
来，完成造林绿化 21.93 万亩，占年度任务的
94.2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0.75%，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10.32平方米。

一路走来，不断变化的是市容市貌、人居环
境，不变的是鹰城人民对家园的无限挚爱，对

“国家卫生城市”这块金字招牌的珍惜。

开展四个整治
提升管理水平

“马路市场能彻底取缔真是值得称赞！”
“卫生城市创建就是好，街上没有占道经营
了。”在平顶山微报看到关于湛南路保险大厦
前早夜市被取缔的报道后，“伟峰”“奋斗的小
青年”等网友纷纷跟帖点赞。

为巩固创卫成果，我市以“五个一”竞赛为
抓手，重点开展“四个整治”，从群众身边的“小
事”做起，实实在在地解决市民身边的实际难
题，有效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开展市容环境整治。从治理城市管理薄弱
环节以及“脏乱差”现象入手，我市组织开展了

“零点夜查”、油烟烧烤专项治理、户外广告专项
整治等多项整治活动，推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向纵深发展。

开展道路交通秩序整治。我市对市区主次
干道两侧非机动车辆乱停乱放行为进行了集中
规范整治，查处打击城区机动三（四）轮违法营
运行为，在重点部位、路段充实警力，延长执勤
时间，从严文明执法。

开展城市周边环境整治。我市开展了“三
堆”（煤堆、灰堆、垃圾堆）治理，对过境公路、铁
路、高速路及高速引线环境“脏乱差”情况进行
整治，加大清扫保洁和维修养护力度。

开展餐饮及“五小”门店整治。我市推行
“全城覆盖、全程监管、社会共治”的管理模式，
抓源头、抓龙头、抓地头、抓街头，聚焦“小餐
饮”，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示范工程，1766
家餐饮食品经营者实现了从“厨房重地、闲人免
进”到“明厨亮灶、请您监督”的转变，实现了经
营正规化、改造透明化、规范标准化。同时，我
市建立完善了数字化城管、“五个一”竞赛、暗访
督查、目标管理等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工作机制
常态长效管理

对平顶山而言，拿到国家卫生城市的牌子
只是在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征程中迈出的坚
实一步。“我们的根本目的，是借助创卫为城市

的良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破除环境卫生
弊病的同时，建立长效机制，着眼未来、谋划
长远，持续巩固提升创卫成果，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市相关负责
人说。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我
市有针对性地对各阶段工作任务进行了及时
调整，以创卫“五个一”竞赛活动为抓手，组织
协调各区（管委会）和各创建责任单位积极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使创卫成果得到有效巩固
和提升。

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根据《国家卫生
城市标准（2014 版）》及《国家卫生城市考核
鉴定和监督管理办法》，我市结合实际，制定
出台工作方案，把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任
务分解落实到各相关责任单位。

建立日常督查机制。市创建办各督导组
定期开展实地暗察暗访，发现问题及时下发
整改通知书，要求区创建办限时整改，并对整
改进行全程督导，确保任务按时、按质完成。
市创建办创设“爱卫斗士，捍卫鹰城的美丽”
微信群，市、区两级创卫督导人员及所有群成
员在工作、生活中发现脏、乱、差行为时，可即
时拍照上传微信群，各区、各基层单位及时认
领问题，立行立改。

坚持开展“五个一”竞赛活动。每一周或
两周确定一轮“五个一”竞赛内容（包括一条
河道、一条道路、一个市场、一个城中村、一个
区域），一周一检查，两周一评比，评出红旗、
黑旗单位。“黑旗单位”第一次通报批评，第二
次黄牌警告，第三次对主要负责人诫勉谈
话。实施一月一奖惩，好的区、单位通报表扬
并奖励，差的区、单位通报批评并处罚，单位
主要负责人在媒体上作表态发言。根据全市
的工作重心和季节性工作，我市适时调整更
新“五个一”竞赛内容（单元）。参赛各城区、
市直各有关部门按照整治标准和竞赛要求，
创新工作举措，攻难点育亮点，形成了明争暗
赛、比学赶超的创卫工作氛围。

全市再动员
全民齐行动

“创卫”不易，巩固创建成果更难。
3月12日至14日，省爱卫办对我市巩固

国家卫生城市工作进行暗访，并反馈了意
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省爱卫办反馈的
意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问题整改工作。

3 月 22 日，市委、市政府又召开高规格
的工作动员会，对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进
行全面动员和部署，市委书记周斌、市长张
雷明出席会议并分别讲话。

会议要求全市上下深刻认识创建工作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做好创建工作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树立强烈的政治担当，
拿出攻坚克难的劲头，坚定决战决胜的信
心，明确创建工作“为谁创”“怎么创”“谁来
创”。

“为谁创”——始终坚持创建为了人民、
创建依靠人民、创建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增
强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断把创建向纵
深推进。

“怎么创”——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创建
标准逐项查找问题和不足，系统谋划、整体推
进，抓好创建指标、资源、力量的统筹，打好

“总体战”“协同战”。
“谁来创”——层层细化任务，逐级压实

责任，把各项创建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每

个部门、每个单位，确保每项责任落实到人、
每个问题及时解决；全体市民作为城市的主
人，要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
起，争当文明市民，为创建更加美好的家园
贡献力量。

思想的高度决定工作的力度。动员会再
次吹响了冲锋号角、擂响了攻坚战鼓，各级各
部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迅速以高昂的斗志、
全新的面貌投入到创卫工作中。

加强领导，健全机构。我市成立了由市
委书记任政委、市长任指挥长的创建工作指
挥部，其中 7 名副市级干部担任副指挥长。
各区和市直责任单位也都成立了相应的工
作机构，建立三级网格，实现创建工作无缝
隙、全覆盖。

制定方案，周密部署。我市制定出台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和问题整改《工作方案》《责任清
单》《任务清单》和《市区两级机关分包道路通
知》，印发了《考评标准汇编》和《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指导手册》。《工作方案》明确了创建的总体
目标、任务重点、推进机制和保障措施，提出要
着力实施硬件补强、环境创优、文明倡树“三大
工程”，明确15项重点工作，并针对每项工作明
确了牵头单位、责任单位。

强化宣传，全民参与。建立了新闻宣传工
作例会制度，在《平顶山日报》、《平顶山晚报》、
平顶山广播电台、平顶山电视台等主要媒体上
开辟专题、专栏，及时报道巩固创卫工作动态；
市区各单位、车站、广场、社区等场所设置以巩
卫为主题的宣传栏和电子屏；开展多种形式的
群众性宣教活动，印制《致市民的一封信》10万
多份，组织开展宣传普及卫生防疫知识，引导
市民积极参与创卫工作。全市教育系统在 6
个区的中小学校开展了“小手拉大手”活动，
印发了《致全市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引导学
生和家长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到创卫活动
中。全市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的志愿者深入社区、庭院、城中村、城乡接合
部，突出“志在同心 创卫同行”主题，开展形
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宣传、广泛动
员，进一步提高了市民的卫生意识、城市意识
和文明意识，形成了全民支持创卫、全民参与
创卫的良好局面。

建立机制，强化保障。为推进创建工作扎
实开展，我市建立了6项工作机制：一是实行
市级领导分包联系城区、重点道路、分管口创
建工作机制和县级干部带队每天夜间联合执
法制度；二是实施网格化管理，要求每个区建
立以街道、社区和庭院、楼栋为单元的三级网
格，每级网络都明确有网格长和网格员；三是
建立志愿服务机制，每个区从区属各单位抽调
不少于500名工作人员，组成创建志愿者服务
队，每周至少开展一次创建志愿工作；四是引
进第三方评估制度。聘请国内知名专家和专
业机构，专题指导协助我市制定整体创建方
案，定期会商研判，确保工作更加规范、更加专
业。五是实行高效督办落实机制。组建专项
督查组每天进行暗访，每周组织一次集中观
摩，并召开点评会；实行各区、各责任单位创卫
工作日报告、指挥部工作周通报制度。六是实
施严格奖惩问责制度，指挥部办公室每两周根
据交办任务完成情况、模拟暗访评分情况、群
众举报整改情况，对各责任单位进行综合排
名，并实行严格的奖惩。

“人心齐，泰山移。”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
重视、科学部署下，各级各部门协调配合、真抓
实干，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大力支持，我市创卫
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

对症施策深入整改
对标提升补齐短板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2007年市委、市
政府作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重大决策开
始，鹰城人用12年的矢志不渝、孜孜以求，实
现了今日平顶山的天蓝、地绿、水清、路平、街
净。但也必须认识到，我市的创建工作还存
在着不少问题和短板。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整改
达标，带着“显微镜”找问题，拿着“放大镜”查
不足，采取过硬办法和超常措施，逐项施策、
各个击破。

严格卫生保洁管理。提高市区物业公司
保洁费用标准，由原来的不足6元/平方米增
加到最低 9 元/平方米，强化保洁质量；加大

“门前三包”管理力度，与商户签订管理责任
书，增加保洁巡查次数；推行网格化管理，加
强对背街小巷的环境卫生管理力度，对日常
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加强硬件建设。我市督导各区加大力
度，对现有公厕、垃圾中转站进行维修维护，
计划2018年新建75座装配式公厕，目前第一
批11座已完成设计，即将开工；要求主次干道
200余家企事业单位厕所对外开放。

增配环卫容器。我市新购置大型新能
源洗扫车10台、中型新能源洗扫车15台、小
型新能源洗扫车 15 台、新能源养护冲洗车 3
台；各县（市、区）购置大型新能源洗扫车 2
台、中型新能源洗扫车 3 台、小型新能源洗
扫车 3 台、新能源养护冲洗车 3 台；购置全
密闭式垃圾收运车 420 台，更新增配可移动
垃圾箱2300余个，新建维修改造密闭式垃圾
池50余个。

大力整治市容秩序。建立县级领导干部
夜间带队联合执法机制，组织执法人员开展
集中整治行动，有效改善了市容秩序；组织工
作人员每天定期或不定期对辖区道路、背街
小巷、社区进行巡查，发现有游商游贩占道经
营现象及时阻止并清除。

加大农贸市场整治、改造力度。采取以奖
代补的方式，增加投资2000万元用于农贸市场
升级改造，计划新建9个市场，并对东环路市
场、魏寨市场、火车站市场、平东站市场、沁园
新时代农贸综合市场5个市场升级改造。

强化病媒生物防制。认真摸排辖区各类
病媒生物滋生地，清除卫生死角，对垃圾箱、
垃圾中转站、公共厕所等环卫设施进行集中
清理。

集中整治社区、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环境
卫生。组织社区、村结合实际，建立清扫保洁
队伍，落实清扫保洁制度，合理规划建设并购
置了一批垃圾收集转运设施，确保垃圾日产
日清；全面整治垃圾、小广告、杂物乱堆乱放
及私搭乱建现象，确保无卫生死角。

严格要求待建工地、拆迁工地落实“六个
百分百”、两个禁止的要求。铺设防护网、增
设喷淋设施、强化“三员”管理，临街工地围挡
张贴创卫宣传标语近3000平方米。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市
创建指挥部负责人说：“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
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将进一步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功能完备的生活环境；进
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打造整洁健康的城
乡环境；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打造温馨
和谐的人文环境，努力使平顶山的水更清、地
更绿、天更蓝，让群众吃得放心、住得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