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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公园和广场是市民
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近日，园
林部门选聘部分市民为社会监督
员，并成立活动团体自治委员会，
参与公园广场日的常管理，以破
解公园管理中的难点问题。

请市民来“挑刺”
填补公园管理盲区

市民李贵生没有想到，前不
久他在网上发的一个帖子，竟然
让他与河滨公园结下了不解之
缘。9月23日上午，他被聘为公
园的社会监督员。李贵生回忆
说，9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他到河
滨公园散步，经过百米花廊时，由
于光线昏暗，右手被蔷薇枝条上
的刺划了两个口子。于是他在网
上发帖，希望园林部门能够修剪
百米花廊野蛮伸展的带刺植物枝
条。“没想到帖子发出的第二天，
园林部门就联系我说明整改情
况。我再次到现场查看，发现花
廊及附近植物枝条已修剪到位，
排除了安全隐患。”这次能够成为
河滨公园的社会监督员，李贵生
非常珍惜园林部门给予的这份信

任，表示今后会常到公园转一转、
看一看，多为公园提意见和建议。

市民周伟近日被聘为河滨公
园活动团体自治委员会委员。9
月23日上午，他与馨声合唱团的
队员们一起在公园东门附近的银
杏广场排练节目。据了解，两年
前，公园提挡升级改造完成后，周
伟和几个歌唱爱好者每天在银杏
广场活动，渐渐地合唱团规模越
来越大，目前已有成员100多人。
周伟说，由于公园环境好，在园区
活动的文化体育团体越来越多，
各团体间经常因为争地盘、噪声
过大等问题发生口角，甚至打110
报警。前几天，公园成立团体自
治委员会，他与常年在这里活动
的4个团体的负责人成为委员会
成员。今后，他们将发挥桥梁和
纽带作用，协调好园方与各团体
的关系，共同营造一个文明有序
的游园环境。

9月 23日上午 10点多，鹰城
广场游人如织。市民尚跃先身着
蓝色文明引导马甲，在广场上进
行巡查。遇到游客乱扔垃圾、攀
折花木，她立即上前劝阻。发现
一些植物出现断枝等情况，她当
即通知广场管理方，让园林工人
及时修剪。

尚跃先退休后热衷于志愿者
服务，近两年，她一直在鹰城广场
南侧的志愿者协会服务点（小木
屋）参与公益活动。鹰城广场管
理方聘请她为广场社会监督员。

“说是巡查，其实更像散步。只是
在散步的过程中，还能做一些文
明劝导和管理工作，挺有意义
的。”尚跃先对自己社会监督员的
身份很满意。

共建共享美好空间

河滨公园主任刘占江和鹰城
广场养护队队长李栋均认为，聘
请市民做社会监督员，不只是园
方多了管理“帮手”，在构建共享
共管共治的公园管理模式中，这
一“新角色”将有更大的用武之
地。实际工作中，管理人员负责
维护公园广场的环境和游园秩
序，但由于没有执法权，对于一些
问题的管理效果并不理想，有时
甚至会引起群众的误解，与园方
形成对立。“新设立的两个公益岗
位既是义务管理人员，又是游园
主体，通过他们的引导，公园管理
就由‘你们不能这样’的制止，变
成‘我们不能这样’的自觉”。

市园林绿化中心公园广场科

负责人王磊介绍，为把公园广场
管好，让群众满意，园林部门探索
出了社会监督员和活动团体自治
委员会参与公园广场管理的工作
方法，目前河滨公园、湛河公园、
盆景园、青年公园、白鹭洲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动物园、鹰城广场共
聘请9名社会监督员和12名活动
团体自治委员会成员参与公园管
理。他认为，通过公益岗位让市
民充当园方和游客沟通的桥梁，

能够激发市民的主人翁意识，引
导市民主动维护公共秩序。由于
人手不够，手段单一，公园管理与
市民需求之间不能精准对接，导致
市民游园体验欠佳，也是当前公园
管理的难题之一。为此，收集社会
各界对公园管理工作的反馈意见
和建议，对公园管理机构的日常
工作进行监督、评价，就成为社会
监督员和活动团体自治委员会委
员的另一项重要职责。

公园广场哪里管得不好？

园林部门请市民为自己“挑刺”

9月23日，在市区鹰城广场，社会监督员尚跃先（右）就广场景
观植物修剪向园林管理人员提建议。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