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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俞强
年 通讯员/费亚飞） 最近，龙母河畔的
一处草丛中不知何时私建了牛棚。株洲
经开区河长办发现这一问题后，马上发
出交办函，组织相关执法人员依法进行
强制拆除。

株洲经开区河长办工作人员介绍，
这处违建的棚房建设隐蔽，面积达 180
平方米，用于放养黄牛，而且牛的粪污直
排龙母河，影响河道行洪安全和水生态
环境。区河长办第一时间通过河长制公
示牌将该问题交办至龙头铺街道河长
办，并迅速组建调查小组到现场核查，期
间多次对养殖户宣传普及《水法》《河道
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4 月 13 日，该区龙头铺街道河长办
联合拆违大队和城管办对该处牛棚进行
强制拆除。事后，该区在全区水域范围内
开展“河湖清洁战，我们在行动”活动，同
时对 6 处河道乱建已整改现场进行“回
头看”，避免河道乱象死灰复燃。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俞强
年 通讯员/肖斌 文柳） 4月 20日，湘江
天元段，一艘渔政船正逆流巡逻。来自天
元区水利局、区检察院、泰山路街道和社
区以及环保志愿者组成的护河队，对上下
游的河岸进行深度清洁。

春季的湘江，清澈碧透。两岸，郁郁葱
葱，游人如织，几位少女正以花海为背景
摆着姿势，一旁的朋友卖力地拍照。河滩
处，一条茂盛的芦苇带，护河队员们穿梭
其间，高高的芦苇淹没了他们的身体。站
在高处看，只看见护河队员们戴的蓝色帽
子，像是一个个蓝色的火星在从中闪耀。

“小心，注意安全。”天元区水利局局
长、区河长办常务副主任言方满头大汗，
鞋子和裤腿上沾着厚厚的泥巴，一手提着
一个装着垃圾的黑色大袋子，一手用力将
一块躺在河滩上的朽木移到岸上，还不忘
提醒大家。长长的芦苇叶看似柔软但暗藏
杀机，一不小心就会被它锋利的叶片划破
皮肤。河滩上的路又窄又湿，稍不注意就
可能滑落到水里。大家一边小心翼翼地前
进，一边仔细地拾捡垃圾，将湘江沿岸清
理得干干净净。

现场，天元区“河我一起”智慧巡河
App 宣传推广引人注目。天元区河长办
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搭建民间与官方治水
渠道，志愿者们可以在线反馈巡河问题，
参与巡河护河志愿活动，就能在平台上获
取积分，这些积分可在“贡享超市”中兑换
相应的礼遇商品。

河长、警长、检察长共护河道
攸县“三长”联动监管有力有效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文阳荣 刘艳春 刘润波

4月21日，
洣水攸县段，晨
光洒落在河面，
金光灿烂。河道
里，几台自动化
打捞船在繁忙
作业，曾一度猖
獗的非法采砂
船已销声匿迹。

攸县，境内
河 流 102 条 ，
河 道 总 长
1464 公里。近
年来，由于砂石
市场价格猛涨
且采挖成本低，
不法分子在高
额利润驱动下
铤而走险，非法
采砂成为河湖
生态保护中的
一道顽疾。

严打非法
采砂不遗余力。
攸县通过河长、
警长、检察长
“三长”联动机
制，让河湖管护
成效明显。非法
采砂问题投诉
由 2020 年 的
32 起 下 降 到
2021 年 的 12
起，投诉数量在
下降，老百姓的
满意度在提高。

在攸县水政监察大队办公室，一摞子非
法采砂问题投诉的登记资料历历在目。2019
年的登记资料格外厚，上面记载了全年 119
起群众投诉的问题线索。2020年，登记资料
变薄了，只有 32起。到 2021年，登记资料变
成了几页纸，仅有 12起。

“非法采砂不仅破坏了河湖中的水质，
还严重毁坏河床、河岸及堤防，对河道行洪
安 全 带 来 重 大 隐 患 ，群 众 对 此 也 深 恶 痛
绝。”攸县水政监察大队办公室主任周攀峰
介绍，2018年，攸县对港口及船舶进行了全
面清查，拆除了 50 多家采砂场、洗砂场。然
而，砂石价格持续高涨，游击性非法采砂仍
屡禁不止。

面对猖獗的非法采砂，当时的监管力量
也相对薄弱。面对一千多公里长河道监管和
打击非法采砂任务，攸县水政监察大队仅有
5名工作人员，人手明显不够；另一方面，接
到群众的举报，工作人员赶赴现场，不法分
子早已逃之夭夭。

2019年，攸县借力河长制，出台分级负
责、部门联动，集中整治、联合监管、共同执
法等疏堵相结合的办法，全力整治河道非法

采砂。同时，该县通过建立“河长+警长”监管
机制，对非法采砂行为，进行有效有力打击。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划分“责任田”，镇里
的河长挂帅，村里的河长、政府各站办工作
人员、派出所民警全面参与，不仅承担白天
监管、夜间巡逻的职责，还要对辖区内的群
众进行宣传教育。为了与镇村形成严密的巡
查网络，攸县水利局还专门配备了执法车
辆，全年巡查 180 余次，并与拆违控违大队
联合执法，充实执法人员力量。

攸河酒埠江段由于河床平缓，砂石淤积
较多，因此盗采滥挖等非法行为非常猖獗，
常常在夜晚出没。“酒埠江镇政府就组织了
一支晚上巡逻队，发现非法采砂就立即现场
执法。不到半年时间，这一处的非法采砂行
为就完全消失了。”攸县公安局酒埠江派出
所民警张东开说。

“河长和警长联动，发现一起，打击一
起，打击准度、力度明显增强，老百姓的投诉
持续下降。”周攀峰介绍，2020年，攸县水利
局下达的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案件达到
了 102 件，2021 年仅为 14 件，说明非法采砂
整治成效明显。

攸县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的检察官，
曾在攸县联星街道田富村珠丽江河岸发现
一起河道采砂活动，经过核查发现采砂人未
取得行政许可，系非法采砂。检察官当即对
攸县水利局下达了检察建议书，提出依法处
罚、责令违法人清理尾堆、恢复原状等检察
建议。

接到检察建议书之后，攸县水利局立即
对违法人进行立案调查，最后对当事人作出
了没收非法所得、罚款一万元、恢复河道原
状的行政处罚。

2021年 1月 5 日，群众举报攸县新市镇
丁家垅村攸河段有人非法采砂，且违法人将
非法采到的大量砂石堆积在村里的一处荒
地上。接到举报后，攸县水政监察大队的执
法人员会同公安、国土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赶
到现场调查。为了准确把握案件性质，攸县
人民检察院也提前介入。而在此次联合办案

中，河道非法采砂砂产品价值认定和危害防
洪安全鉴定工作，既是对《河道非法采砂砂
石价值认定和危害防洪安全评估认定办法》
的检验和印证，也是为河道采砂管理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攸县积极探索“河长+检察长”协同机
制，不仅对行政执法进行了监督，还和行政
执法形成了合力，对涉及面广、危害严重、群
众反映强烈的水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案
件迅速处理，精准办结，河湖监管水平大大
提升。

“我们积极发挥检察专业优势，在法律
咨询、证据收集等方面提供司法支持。通过
集中办理一批破坏河流生态资源的刑事案
件和公益诉讼案件，常态化开展以案释法、
法治宣传，助力在全社会形成保护水生态环
境的良好氛围。”攸县人民检察第五检察部
主任肖承伟说。

■ 河长+警长，让打击非法采砂的力量更强

■ 河长+检察长，让河道违法案件办结更快

株洲经开区：强力拆除河岸私建牛棚

天元区：深度清理湘江沿岸垃圾

工
作
人
员
正
拆
除
河
道
违
建
的
牛
棚
。

株
洲
日
报
·
掌
上
株
洲
记
者/

俞
强
年

通
讯
员/

凌
建
英

摄

护河队员们忙着清理河岸。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俞强年 摄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伍靖雯

“一条路上最脏的就是垃圾桶，
这怎么行？”4月 21日上午，天元区牛
形山路，望着眼前一字排开的 7个敞
口垃圾桶，市城管局局长刘伟不禁开
口发问。

这样的问题不止一处。当天，针
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复查整改工作
情况，市城管局开展暗访督查，发现
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周边的市容乱象
依旧突出。

环卫设施反而成为卫生死角
垃圾桶，是大家身边最常见的环

卫设施，其干净整洁程度直接影响着
居民生活与市容环境质量。然而，督察
组暗访发现，一些垃圾桶反而成了藏
污纳垢、影响环境整洁的卫生死角。

“整条街上，最脏的就是环卫设
施。”在天元区牛形山路，刘伟指着眼
前的 7个垃圾桶说。

不管有没有桶盖，这几个垃圾桶
都是敞开着摆在马路边，桶身、桶内
都是灰扑扑的，有许多不明的污渍，
哪怕有两个垃圾桶里面都是空的，但
站在一米开外依旧能闻到垃圾桶的
酸臭味。不仅如此，垃圾桶与人行道
的夹缝间，还散落着纸屑、烟头、塑料
瓶等物品。露天放置的垃圾桶为什么
没有密闭？“这么脏的桶子，谁会愿意
开盖？”附近一位老人嘟囔着从垃圾
桶旁绕过。

背街小巷、商业区域的类似问题
同样突出。

在大岭社区附近的山里红原生
态饭庄前，三个厨余垃圾桶就摆在路
上，且都存在桶身脏污等问题。“一般
来说，这些厨余垃圾桶不能放在公共
场地。”现场的督查人员告诉记者，但

有些门店会考虑厨余垃圾清运要求，
为图方便就将垃圾桶摆在店外。

转入后巷的一个老年照护中心
附近，墙边放着 4个垃圾桶，有 2个敞
开的桶子周围的地面已明显发黑，踩
上去还会粘鞋底。

“垃圾桶数量大、分布广，一个垃
圾桶不干净，就拉低了周边的整体

‘颜值’。”督察组明确，接下来要对城
区所有存在问题的垃圾桶进行全面
摸排，要求更新破损的垃圾桶，明确
清洗及摆放要求，避免类似问题持续
反复。

背街小巷问题频现，“痛点”多
当天，督察组重点检查了天元区

等地的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及校园周
边的市容环境卫生情况，每一次从干净
清爽的主次干道转入背街小巷，大家
停留的时间就长了，“走不了几步就

能发现一个问题。”有工作人员感叹。
天纺农贸市场附近，有一家餐饮

店在行道上搭建简易屋棚饲养禽畜；
另一边的天源纺织有限责任公司职
工宿舍楼沿线，住户从自家窗口将电
线拉到地面给车辆充电、建筑垃圾堆
放在楼道口、随意张贴“牛皮癣”小广
告等问题频现。

对发现未整改到位的问题，督察
组进行现场交办。“下一步，我们会按
照市里会议的精神要求，把责任落实
到各个单位和部门，加强督查力度，
将创文的相关标准和内容纳入日常
考核。”市城管局副调研员邹外成介
绍，同时，督察组将以复查整改为契
机，边查找、边整改、边提升，把测评
方法转变为常态化管理办法，建立健
全常态长效工作机制，实现监督考核
常态化、文明创建长效化，建设更高
水平的文明城市。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
者/沈全华 通讯员/李文静 付
强） 4月 21日，记者从全市交通
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第二
次通气会获悉，截至 4月 18日，全
市共查获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47.3
万起，道路交通事故四项指数（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和财
产 损 失 ）同 比 下 降 42.96% 、
33.33%、44.31%、65.43%，未发生
一次较大以上事故，较好的实现
既定工作目标。

今年，根据省委、省政府“关
于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
动继续开展一年”的决策部署，株
洲市各级各成员单位紧紧围绕

“坚决杜绝较大事故、坚决遏制亡
人事故发生”的总目标，始终紧盯

风险路段、超限超载、重点车辆、
重点违法、重点人员“五大风险”，
纵深推进顽疾整治。

至 今 ，全 市 查 获 酒 驾 醉 驾
1171 起，超员 1250 起，超载 1709
起，不戴头盔 8.5 万起，非法改装
2030 起，涉牌涉证 5.3 万起，查处

“百吨王”63台，并全部落实“一超
四究”制度。在交通执法方面，前3
个月共查处超限超载车辆 2264
台，卸载货物5407.62吨、计分5091
分，罚款 141.45万元。城区查处非
法营运违法行为 95 起，立案率
100%，实施经济处罚 45.68万元。

下一阶段，我市将继续整治
“戴帽率”反弹的问题，大力推动
超限超载源头治理，同时加强对
低速三四轮电动车的综合治理。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
（记 者/易 楚 曈 通 讯 员/姚
雨） 4 月 21 日上午，天元区
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来到泰
山西村开展志愿服务，为我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此次志愿服务活动，退役
军人志愿者对小区“牛皮癣”
进行整治的同时，还为小区居
民免费开展义诊、理发、电器
修理等志愿服务，积极向广大
居民宣传我市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

天元区退役军人志愿者
服务队由 1200 名退役老兵组
成，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各项
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展
现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的
军人风采。

记者探访圆方路东侧云里社
区“城中村”

满眼脏乱差 安全隐患多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王晖） 天元区圆方

路东侧的云里社区“城中村”，身处闹市却存在着很多
与文明城市不协调的景象。日前，记者接到市民投诉
后，进行了一番探访。

缺乏规划，安全隐患突出
云里社区居委会后面，有近百幢私房。由于建房缺

乏合理规划，一栋栋民房之间，电线电缆四处乱飞，安
全隐患明显。

由于各栋私房之间间距太小，村内道路狭窄，小车
无法通行，更别提消防车辆，一路上也鲜见消火栓等消
防设施，如果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社区干部坦言，
这些社区“顽疾”已经存在多年。

垃圾杂物乱扔，菜地气味难闻
老 城 中 村 道

路较窄，很多地方
不便设置公用垃
圾桶，居民随意堆
弃垃圾杂物比较
普遍。在一户居民
搭的一个小棚子
里，一大堆杂物据
说已经堆放很久。

在 一 个 设 置
了宣传栏的围墙
上，宣传画、标语，
已经被破坏得“不
堪入目”。记者还
发现了一口废弃
了的古井，四周已
经堆满垃圾。

在城中村中，
还隐藏有几片比
篮球场还大的菜
地。初夏时节，浇
菜施肥后的菜地
气味有些难闻。城
中村西边边界就
是圆方路，经常有
摊贩将蔬菜摆放
在路边贩卖。

环卫设施不卫生
背街小巷“痛点”多

市城管局开展暗访督查，将建立问题清单确保整改到位

各
种
建
筑
垃
圾
被
随
意
丢
弃
在
居
民
楼
下
。

株
洲
日
报
·
掌
上
株
洲
记
者/

伍
靖
雯

摄

城中村垃圾遍地，电线电缆乱飞。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王晖 摄

今年查获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47.3万起
无较大以上事故 四项指数全下降

退伍不褪色 共创文明城

退役军人志愿者正在清理公告栏
上的“牛皮癣”。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易楚曈
通讯员/姚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