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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集美区社治委相关架构
方案中，社治委办公室常设综合协
调、政策法规、应急指挥、考评督导四
个职能组，另设15个专项组分工落
实各专项工作职责。其中，集美区城
市管理局作为城市综合管理专项组
的组长单位，牵头考评督导组和城市
管理专项组的日常工作。

思路决定出路，态度决定高
度。今年以来，城市综合管理专项
组转变工作思路，重塑指挥体系，
构建社会治理和城市综合管理新
机制，着眼区委提出的“一统揽”布
局，立足改变城市管理“九龙治水、
各自为政”的局面，用好城市综合
管理专项组这一平台，主动承担起
城市综合管理“领头羊”角色。

“纲举目张，社治委顶层谋划，
我们专项组实际操作层面上更顺
畅！”集美区城市管理局局长尹宏
说，以原来涉及大范围的“两违”联
合整治为例，城管部门经常要协调
建设、市场监督、公安、资规等多个
部门，有时遇到部门之间的壁垒问
题，还要上报请示上级领导，一来
二去，沟通流程多、时间长，一些问
题不能够第一时间解决。如今，在
区委区政府建立的社治委“一统
揽”机制下，这种协调变得直接、高
效——集美区城市管理局作为城
市管理专项组的组长单位，在专项
组内“拉群”，“群主”发布指令，各
成员单位响应，各司其职，各尽其
责，激发了城市管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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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之处，在于细节——去年 11

月，集美区成立社会治理工作委员会，加
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即集美区社
会治理工作（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集美区社治委”）。

牌子上的变化，透露着改革方向：要
站在社会治理的角度去解决城市管理问
题，或者说，城市管理要用社会治理思维
去统筹把握。此外，牌子上的变化也意
味着城市管理者的职责之变。

改革所需，使命使然——今年以来，
集美区社治委城市综合管理专项组遵循

“以人民为中心”工作理念，秉承“为人民
管理城市”服务思路，结合全市争创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工作，进一步提升思想站
位，创新工作机制，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
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治理，做好城区品
质提升“头等大事”，办好关乎群众利益
的“身边小事”，改革取得新进展，相关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针对一些短板和易反弹回潮
的问题，持续推动市容市貌整治提
升工作。

在抓好常态化市容管理方面，
以镇街巡查为基础，重点解决辖区内
无序经营、占道经营、垃圾不分类、户
外广告设置不规范等突出问题。截
至目前，共纠正占道经营27491起，
拆除各类违规户外广告设施544起，
开出垃圾分类整改通知书3348份，
处罚481起，罚款金额4万余元。

在开展专项市容整治方面，专
项组主动牵头集美区交警大队、市场
监督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等，开展
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值

得一提的是，“十里长堤”的整治，在
环境迅速恢复有序的同时启动提升
项目，增加移动公厕、大号垃圾桶，为
群众提供交通指导、应急药品等服
务，“十里长堤”由乱到治，由治到美，
获得老百姓点赞，被称为是城市管理
乱象整治到社会综合治理的一个优
秀案例。

此外，通过任务牵引，进一步
推动整治提升。对沿街店面适当
跨店经营的规范和管理上，按“一
户一档”原则，在不影响交通、安全
和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
施划“一米线”，并完善“门前三包”
责任牌等，并试点跨店经营。

顶层设计+力量下沉

城市管理
更高效更精细

集美区社治委城市综合管理专项组
创新工作机制，取得阶段性成效

机 制 再 创 新

城市管理的“根”在基层，“力”
也在基层。为提升城市管理能力，
区社治委强化“一支队伍”概念，将
执法力量下沉到镇街，逐步解决

“管不了”“分头管”等基层执法管
理难题。城市综合管理专项组贯
彻社治委相关部署，集美区城市管
理局7个执法中队、571名队员下
沉至6个镇（街），稳步推进执法队
员下沉工作。

“以往镇街处理一些城市管理
问题时，往往因为没有执法权，遇
到诸多尴尬，今年以来，城管基层
执法中队下沉到镇街，执法人员由
镇街直接调配，这样一来，属地镇
街牵头执法中队到现场执法处置
更加快速有力。”集美区城市管理
局督查科范辉跃告诉记者。

打通所属关系还只是第一步，
执法力量下沉和社区网格员“捆绑
打包”也是关键，这样，可以形成日
常巡逻和专业执法有效衔接——网

格员作为前沿哨兵，可第一时间发
现并劝阻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无
效之后，直接通报对应网格的执法
人员进行查处。以侨英街道为例，6
月初，网格员在巡查时发现，兑山社
区下蔡社一处名为“风水池”的池塘
周边有人私搭乱建鸡舍，导致污水
流入池塘，异味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网格员多次劝阻无效后，通报给了
网格执法队员。6月8日下午，侨英
街道牵头，街道综治办、综合执法队
冒着暴雨，对违法点进行集中清理
整治，拆除违法简易搭盖3处，建筑
面积达120余平方米，周边居民群
众纷纷点赞。

“执法力量下沉，以及与网格
员的互通，不少问题就可做到及时
发现，打早打小。”范辉跃说，如一
些违建刚在运建材的时候及时制
止，既能减少建完后再拆除的执法
成本，也减少了矛盾纠纷的激化风
险。

改革，不是为了改而改，关键
看实效，监督考核这根“指挥棒”不
能少。

今年以来，城市综合管理专项
组打破“多头考评”局面，立足点对
点扁平化指挥，将城市管理与文明
创建相关项目进行整合，由考评督
导组统筹运作，解决多头考评、重
复考核等问题，实现全区文明创建
与城市管理工作“统考”。

根据方案，城市综合管理考评
采取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一方面，由区社治委办邀请15
个专项组挂钩的业务部门，建立考

评专家库，适时开展专项明察；另
一方面，依托全区708个网格，按
照每季度全覆盖、每月一考评、每
周常态化暗访的频率，把实地考评
落实到各网格。由区社治委办考
评督导组对每月、季度、年度考评
成绩进行通报，并采取正向激励与
反向倒逼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晾晒
评比，敦促责任单位担当作为。

通过以上先立后破、边破边立
措施，改变了以往单打独斗的局
面，检查、考评、通报、验收等环节
得到整合，工作协调更顺，工作统
筹更有效。

今年以来，城市综合管理专项组转变工作
思路，重塑指挥体系，构建社会治理和城市综合
管理新机制。

顶层设计“一统揽”
激发城市管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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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今年数个月的实体化运行，城市综合
管理专项组紧紧围绕各项工作任务，再加压再
加力再加责，扎实推进各项任务完成。

市容整治
再提速

“两违”整治工作，既是一项攻
坚战，也是一项持久战，需要久久
为功。城市综合管理专项组按照
坚决遏增量、逐步化存量、全力防
变量的工作思路，与各镇街、各相
关部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形成
合力。

细化“两违”整治工作职责，制
定考核细则。根据区社治委的工
作整体推进计划，进一步细化、完
善各相关部门的“两违”工作职责，
并按照社治委的考评督导组的工

作安排，参照市治违办季度考评细
则，细化、完善2022年集美区“两
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考评方案和
考评细则，印发了《2022年集美区

“两违”综合治理绩效考核细则》，
并拟对各镇街进行考核。

此外，城管基层执法中队下沉
镇街，结合网格，两违管控成效显
著，查处核销及时。2021年上半年
全区新增两违图斑11宗，今年上
半年全区新增两违图斑4宗，同比
减少175％。

今年以来，城市综合管理专项
组持续性采取重点部位设点与重
要路段机动巡查相结合的办法，严
厉打击渣土车沿途“滴撒漏”、乱倾
倒等行为。

由渣土办（城管局）牵头，联合
区建设、交通执法、公安（交警大
队）、城管、生态环境等部门，坚持常
态化组织联合执法行动，每周不定
期组织联合检查,各部门依据本级
的职责任务，对违规建筑废土运输
车辆进行查处。此外，强化日常巡
查执法。充分发挥镇街综查队与城

管中队（机动中队）的作用，把握重
要时间、重要节点，加强对一些乱倾
倒点的日常巡查及管控。坚持每日
错时错峰巡查，采取不间断滚动式
的巡查整治模式，持续加大夜间，凌
晨及中午时段的巡查力度。

截至目前，渣土办走访渣土运
输企业6家次，检查建设项目309
个次，查处违规建设项目20个，查
处违规车辆367辆次，约谈39家，
通报 3家，开具责令整改通知单
367份，罚款49.9万余元，记录信用
监管行为11家次。

《厦门经济特区养犬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5 月 1
日起在集美区实施。为推进《办
法》落地实施，集美区养犬办（城
管局）牵头完善组织架构，率先
在岛外四区中率先建立养犬管
理信息系统，办理免疫证、养犬
证等实现“线上申请、线下‘一站

式’办理、线上激活”三步走。截
至目前，已为 430 余户市民办理
登记手续。

值得一提的是，初步规划，还
拟建立养犬管理工作示范小区，以
点带面，进一步推进养犬管理工
作，以及相关养犬管理的宣传工
作，以形成共管共治的良好局面。

“两违”整治
出重拳

渣土整治
有实招

文明养犬
更规范

强化日常巡逻强化日常巡逻，，防止乱象回潮防止乱象回潮。。如今如今，，““十里长堤十里长堤””已成为网红打卡点已成为网红打卡点。。

▲“十里长堤”由乱到治，由治到美，获得老百姓点赞。

▶城管基层执法
中队下沉镇街，结
合网格，“两违”管
控成效显著。图
为对“两违”建筑
进行拆除。

▲劝导市民文明
规范养犬、遛犬。

▲向市民游客开展市容文明宣传。

工 作 显 成 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