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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近年来，珠海城市发展迅速，面貌日新月异。如何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的
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成为一道现实课题。

面对新时代新挑战，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聚焦“干净、整齐、有序、平安、优美”城市环境目标，以绣花功夫提升精细化管理水
平，让市民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垃圾分类这项“关键小事”蓬勃开展，环卫保洁、园林绿化、市政设
施精细化管理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频频“亮剑”，违法建设治理取得节节胜利……

3月29日，《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珠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意见》，给予
珠海经济特区再出发的方向指引。

“《意见》关于深入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部署安排，对做好下一步城市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潘伟明表示，一方面要打造富有珠海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切实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
害化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智慧城管，依托数字城管平台，汇聚城市管理相关领域信息系统数据，提升城市管理综合数据分析能力。

采写：本报记者 廖明山 陈雁南 摄影：本报记者 吴长赋

珠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下足“绣花”功夫

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让城市运转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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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

推进精细化管理，加强城市公园优化提升

市容整治：

加强环境卫生综合治理，不断优化城市环境品质

近日，市路灯服务中心党员志愿服务
队来到金湾区红旗镇八一社区低保户叶
老伯家中，免费为他更换家中损坏的灯
具，将老式的电灯更换成经久耐用的
LED节能灯，为困难家庭点亮居室，提升
生活质量。“党员同志们帮我改造之后，现
在住起来舒服多了！”看着干净整洁的房
子，叶老伯拉着志愿服务队员的手连声道
谢。

据市路灯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王伟
廷介绍，2020年以来，该中心党支部致力
于打造具有行业特性的“光明行动”党建
服务品牌，利用中心的专业人才和设备等
资源，帮助低保户、贫困户、五保户、孤寡
老人，对家中存在的用电线路等设施安全
隐患制定整改措施，消除安全隐患，解决
实际困难。“我们打造这一党建品牌，主要
是想把党建工作落到实处，促进党建工作
与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让群众切实感受
到党的温暖和关怀。”

这是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机关党
委推动“一支部一品牌”的代表作。记者
了解到，近年来，该局机关党委持续推进
模范机关创建工作，坚持党建引领，以建
设志愿服务平台和打造党建品牌建设为
抓手，以创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基层党
组织示范点为目标，推进局机关和局属各
单位争创模范机关。

目前，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各党支
部结合单位职能精心打造党建品牌，推动

“一支部一品牌”的目标，进一步形成党建
带动业务、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良好局
面。其中该局第二党支部“徒步+”品牌、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党支部“城管服务
进小区、您的难事我来帮”品牌和市路灯
服务中心党支部“光明行动”品牌入选我
市“优秀党建品牌”评选范围，同时这3个
党支部也入选了市直机关先进党支部候
选范围。

据了解，该局第二党支部打造了“徒
步+”特色党建品牌，深化党员干部服务
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的意识。局主要
领导坚持每周末带队深入重点街区、社区
公园和背街小巷开展徒步巡查，实地走
访、发现、整改市民身边的城市管理问
题。两年来，开展周末徒步巡查110余
次，以上率下，推动全市城管部门主动发
现、及时整改市容市貌问题。

此外，该局机关和局属单位共建立了
9支志愿服务队，利用周末或业余时间主
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并积极落实“双报
到”要求。今年上半年，局党组成员利用
周末带队开展徒步巡查24次，共有110
人次参加了志愿队、社区、街道组织的疫
情防控、垃圾分类宣传培训、清除“牛皮
癣”等志愿活动。

党建引领：

“一支部一品牌”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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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海，300米见绿，500米见园，5公
里可达综合公园，10公里可达森林郊野公
园，随处可见的公园和绿地已经成为这座
宜居城市的靓丽名片。

近年来，珠海一直积极打造宜居宜业宜
游的粤港澳大湾区魅力之城。在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部门的推进下，野狸岛公园、海
滨公园、白莲洞公园、海天公园、板樟山公园
和梅华城市花园，经过一系列改造提升，陆
续焕发出新的生机，赢得了市民广泛赞誉。

在推进公园改造提升工作中，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部门一直秉持生态文明理
念，注重保留自然生态风貌，推行“植物造
景”，强化景观艺术性，有效增加公园“绿
量”，营造出鸟语花香、生机盎然的绿色空
间，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同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贯
彻“共建、共管、共享”的城市理念，努力打
造“可达、可游、可憩”的城市绿色空间，为
市民休闲、健身、娱乐提供了良好去处，营

造了贴近自然、增进知识的良好平台，使城
市公园真正成为市民的后花园，有效提升
广大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020年12月，“珠海市民公园建设项
目”成功获评全国“2020民生示范工程”；
2021年2月，珠海参展作品获第28届广州
园林博览会“金奖”。今年，市属香山公园和
炮台山公园改造提升工作被列入为2021年
市政府重点工作项目。目前，香山公园、炮
台山公园提升改造工作正有序推进。

“《意见》赋予了珠海‘民生幸福样板城市’的
战略定位，这也为城市管理事业发展带来了难得
的机遇。”潘伟明表示，接下来，市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局将继续贯彻“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
的理念，扎实推进城市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营造
优美的城市环境；加强城市公园优化提升工作，着
力提升城市公园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公园服务能
力，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完善城市
园林绿化管理机制，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促进城
市园林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如果说公园、主干道是城市的“面
子”，那么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则是城市
的“里子”。今年2月起，一场背街小巷环
境综合治理提升的攻坚战在珠海打响。
严厉打击城市“牛皮癣”，彻底清除市容环
境乱象，我市力争用一年时间大力提升背
街小巷市容环境，实现背街小巷环境“十
无三净三好”。

清存量，防新增，全市各区各镇街纷
纷行动起来，通过“谁张贴谁清理”、增设
便民信息栏、给予乱张贴举报人奖励等措

施，疏堵结合，治标又治本。如今，走进翠
香街道沿河社区南华小区，居民楼的楼道
里干净整洁。不久之前，这里的楼道台
阶、配电箱、消防栓上遍布通厕类“牛皮
癣”，现在经过集中清理，已经找不到“牛
皮癣”的踪迹。

截至6月中旬，全市累计清理“牛皮
癣”345万余张，停机4316宗、立案4658
宗、罚款32.54万元，“清仓见底”目标任务
基本完成，目前已进入集中攻坚阶段。

不光是“牛皮癣”，“三线”也是老旧小

区和城中村的顽疾。一条条电线缠绕在半
空，不仅影响市容环境，也存在安全隐患。
此前，狮山街道东风路110号小区里也遍
布这种空中“蜘蛛网”，但近两年，在香洲区
新一轮老旧小区整治提升中，这些“蜘蛛
网”被全部迁入地下，小区居民纷纷拍手称
快。

目前，全市背街小巷市容环境整治行
动成效初显，环境品质逐步提升。全市各
区纳入治理台账的背街小巷约556条，拟
投入资金 2814 万元；共改造破损路面

40207平方米、排水排污管网改造23133米、
标识牌整治 3182 处、“三线”治理 1127194
米、清理卫生死角 149419 处、清运垃圾
119368.02吨、清除乱搭乱建147347.69平方
米。

潘伟明表示，接下来，该局将继续深入开
展背街小巷、居民小区等薄弱区域市容环境卫
生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城市“牛皮癣”，促进市
政设施、园林绿化、市容环境管理精益求精，不
断优化城市环境品质，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城市
环境。

3 垃圾分类：

展现“珠海特色”，积极创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
走进横琴新区新家园小区，小区里的

四个定时垃圾投放点十分整洁，居民分类
投放垃圾井然有序。在非投放时间，垃圾
桶会被撤走，取而代之的是两盆绿植。小
区的误时投放点，设在一间垃圾分类收集
环保屋内，现场闻不到垃圾的臭味。

作为横琴新区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这
个小区垃圾分类工作已推行一年多，居民
从最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已经能够自
觉进行垃圾分类。小区物业项目经理杨舜

介绍，如今，该小区居民的垃圾分类投放率
达到了80%。

随着垃圾分类的宣传、发动和推广，
2020年，珠海垃圾分类工作交出了一份成
绩单：全市所有公共机构实现垃圾分类全
覆盖，横琴新区及一体化区域、金湾区、高
新区以及香洲区梅华街道、斗门区莲洲镇
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打造了
珠海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三个体系、七个
示范、十项亮点”。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对全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
中，珠海的排名也有所上升，从2020年第
一季度位于珠三角7个城市（广州、深圳除
外）第4名上升至第四季度的第2名。

“与此同时，对标先进，我市在生活垃圾
全程分类体系建设、分类设施配备、持续宣
传力度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潘伟明表示，
《意见》关于深入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
部署安排，为下一步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指
明了方向。

践行特区使命担当，书写垃圾分类新篇
章。珠海正在积极创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
市，建设具有珠海特色的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新
格局。据悉，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以《珠
海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实施为
契机，做好全方位宣传教育引导，加强垃圾分
类执法检查；推进实现分类全覆盖，建成全程
分类的城乡生活垃圾处理系统，提高生活垃圾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水平，力争走在全
省地级市前列。

4 数字城管：

服务延伸至农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清澈的三板河穿村而过，一栋栋民宅

傍河而立，一派宁静祥和。位于金湾区红
旗镇的三板村，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
地”。难以想象，这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也曾面临“重建设、轻管理”等乡村治理
难题。记者走访得知，三板村的蜕变，一部
分得益于珠海数字城管的“服务下乡”。

三板村村民黄钊洪告诉记者：“以前发
现问题时，没有门路去投诉，问题一直没人
处理。后来，有了数字城管平台，路灯等问
题上报后，很快就会有人来维修。”三板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卫红同样表示：

“以前村里违建较多，通过数字城管平台，
违建等问题得到了及时处理，村容村貌有
了明显提升。”

2017年，珠海数字城管首开全国先
河，将全市122个行政村纳入数字城管网
格，充分依托“大城管”式的集中指挥和大
数据管理，建立“发现问题—上报案件—精
准派遣—解决问题—验收核实—评价考
核”管理体系，让数字城管做好珠海城乡管
理的指挥员、监督员和裁判员；将城市治理
服务向农村延伸，加快补齐农村要素配置
的短板，形成了改善和保障农村人居环境

的长效机制。
2020年，数字城管共巡查处理农村

生态环境案件 3.5 万宗，结案率达到
97.1%。村民最为关注的垃圾乱倒、污水
乱排、乱搭乱建、路灯不亮、厕所恶臭、危
旧房屋等高发类问题得到了快速处理，
实现了村村都覆盖数字城管网格，村村
都有专职巡查员、村村都有具体终端负
责人，事事都能精准找到责任部门，事事
都基本能得到解决，有效改善了珠海的
村容村貌，加快了珠海城乡融合的一体
化进程，提升了农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和

幸福感。
《意见》提出，加快推进城市治理科学化、

精细化、智能化，建设“城市大脑”，打造新型智
慧城市样板。潘伟明表示，下一步，该局将坚
持智能化驱动，统筹建设智慧城市管理体系。
科学建设珠海城市管理综合服务平台，升级数
字城管，整合已有城市管理领域的信息数据，
扩展和完善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平台功能，实
现与国家平台、省级平台联网互通，打造用数
据决策、管理且具有珠海特色的科学化、精细
化、智能化城市管理体系，让城市运转更聪明、
更智慧。

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全省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中，珠海的排名从2020年
第一季度位于珠三角7个城市（广州、深圳除
外）第4名上升至第四季度的第2名。

开展周末徒步巡查 110 余次，以上率下，
推动全市城管部门主动发现、及时整改市容市
貌问题。

野狸岛公园、海滨公园、白莲洞公园、海天
公园、板樟山公园和梅华城市花园，经过一系
列改造提升，陆续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我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的推进下，野狸岛公园等，经过一系列改造提升，赢得了市民广泛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