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皮癣”广告屡铲不止，对市容

市貌、环境卫生造成负面影响，损害

城市文明形象。今年 5月以来，荷塘区

开展“牛皮癣”整治探索试点，按照

“化敌为友、化堵为疏、全民参与”思

路，将“牛皮癣”整治“拉锯战”打成

“大会战”，取得了良好效果。

【试点】
收编小广告队伍获奇效

茨菇塘街道地处老城区，住宅以

老旧小区为主，是“牛皮癣”广告的重

灾区。以前这里的景象是，旧的小广

告还未及铲除，新的又覆盖上去，层

层叠叠。

“清理过后是干净了，但过了一

周又是老样子。”茨菇塘街道办事处

党工委副书记陈春花说，以往的突击

式清理，尽管发动了小区党支部、楼

栋长、志愿者，甚至居民和中小学生

参与，仍堵不住，屡屡死灰复燃。

如今走进茨菇塘街道六〇一社

区钻石新村小区，居民家门口的大门

和墙上已鲜见“牛皮癣”广告。

这源于该街道“牛皮癣”广告治

理思路的转变。

经过反复调研，茨菇塘街道发现

小广告张贴人员几乎是一个固定群

体，顿时豁然开朗，何不化敌为友？

以六〇一社区为试点，社区组织

“牛皮癣”广告主和张贴人集中座谈，

筛选辖区资质手续齐全、价格公道、

技术娴熟的小广告商家组成了一支

“家门口”的维修服务队，为居民提供

服务。社区对服务队实行投诉“零容

忍”，只要接到居民投诉，就立即清退

涉事成员。

同时，社区在每个小区单元口为

广告张贴人员提供统一、规范的粘贴

栏，引导集中规范张贴，同时，每天将

服务信息发布在居民微信群。

社区党委书记杨彬告诉记者，在

小区党支部带领下的日常巡逻、定期

清理工作仍在继续，社区正在着手在

小区每个单元门口安装门禁，在“堵”

的环节更是加上一道保险。

如此一来，“牛皮癣”广告存量瞬

间下降，新增量微乎其微。

【推广】
全区“牛皮癣”整治
打成“大会战”

六〇一社区“化敌为友、化堵为

疏、全民参与”的整治思路很快得到

荷塘区委区政府的高度认可。

全区从“谁来管、管什么、怎么

管”三个要点入手，形成一套“牛皮

癣”治理新模式。

化堵为疏。各社区在背街小巷、

小区等小广告“牛皮癣”张贴高发点

等场所选定一块区域增设便民服务

信息栏，作为专门广告张贴处，让有

需要的微小企业主免费、规范张贴小

广告电话号码，同时在居民微信群定

期发布广告服务信息。

化敌为友。社区组织辖区小区支

部牵头楼栋长、居民代表对辖区内

“牛皮癣”上的电话进行收集整理和

归类，逐一电话通知家电水电维修、

开锁修鞋、管道疏通等技能的“牛皮

癣”广告主和张贴人前来座谈交流，

了解和掌握各方需求。筛选辖区资

质手续齐全、价格公道、技术娴熟的

小广告商家组成了一支“家门口”的

维修服务队，在各个小区宣传栏予

以公布。并建立准入迁出制度，社区

对服务队实行投诉“零容忍”，只要

接到居民投诉并经核实，就立即清

退涉事成员，确保服务质量。服务队

同时化身志愿队，商家上门服务过

程中，从“偷摸贴”变成“主动清”。

全民参与。由小区党支部牵头，

带领党员、楼栋长、居民代表、志愿

者常态化开展楼道清理、“牛皮癣”

铲除等文明实践行动；在节假日组

织学生、学生家长铲除本单元“牛皮

癣”。同时，引导居民自行铲除家门

口的“牛皮癣”，并自行保持无“癣”

状态。楼栋长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巡

查，积极动员全体居民积极参与监

管，发现张贴人员劝阻并反馈给楼

栋长和居民代表，摸底搜集非规范

张贴最多的小广告，对其进行电话

劝导或警告。

目前，荷塘区经过在茨菇塘街

道、宋家桥街道、桂花街道、月塘街道

探索推广，部分街道的“牛皮癣”整治

工作已成效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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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一社区设立在小区的服务宣传栏。记者/姚时美 摄

株洲日报讯（全
媒体记者/刘平 通
讯员/郭晓） 近日，

有市民在渌口区古

岳峰镇岳峰村发现，

多栋居民楼外墙上

有大幅墙绘作品，村

规民约“上墙”，文明

乡风氛围浓厚。

村委会工作人

员 介 绍 ，2020 年 以

来，该村积极推进移

风易俗，根据文明村

镇创建相关要求，结

合村里实际情况编

纂了《岳峰村村规民

约》，引导和规范村

民破除婚丧嫁娶中

的铺张浪费、盲目攀

比等陈规陋习，提倡

科学健康、文明有礼

的生活方式。村规民

约制定以来，还通过

全体党员和村民代

表的讨论，不断修改

调整。

今年 5 月份，岳

峰村通过村民代表

大会再次修订了村

规民约，并由岳峰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负责带头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导村民自觉

遵守、践行。

村规民约再次

修订后，全村开展了

村规民约上墙、村干

部定期组织志愿者

走访入户做宣传等

活动，开展评选“星

级文明”“平安家庭”

“最美庭院”等先进

表彰活动，树立一批

移风易俗典型，用身

边的人和事激发村

民自觉践行村规民

约 ，树 立 社 会 文 明

新风。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刘小花 王章兵） 搭建水电站

生态流量监管平台，开展生态泄放设施

的升级改造行动，重点改造电站引水系

统、泄洪闸门、大坝放空设施、冲砂设施

……“升级后的水电站比同类电站发电

量增加了约 15%。”市水利局相关负责

人对记者说。

“你瞧，发电功率、实时水位、各项

指标和记录清清楚楚。”在炎陵县沔渡

水电站的智慧管控中心，电站人员只

要轻点键盘就能实现远程操控，自动

协 同 开 关 机 、系 统 管 理 生 态 流

量……都能一键搞定，通过平台、手机

App 便捷的方式实现规范的管理，保证

过程可控，实现智能发电、智能巡检、

智慧运行。

炎 陵 县 的 小 水 电 集 约 化 运 维 从

2019 年开始试点，目前有 26 座小水电

站签订了集约化运维合同，进行智能化

改造，实现了“少人值班、无人值守”的

智能运维模式。该县小水电站绿色改造

和现代化提升的案例得到了水利部的

推介。这是我市小水电站智慧升级的缩

影和样板。

近年来，我市紧盯电站人员结构老

化、设备设施老旧、运行管理成本不断增

加、安全隐患日益突出等痛点问题，市水

利部门集聚市直部门和相关县市区之

力，持续推进小水电清理整改，以市场运

营思维对水电站进行托管运维，以数字

化手段提升小水电站运维效能，目前我

市现有257座水电站迎来绿色高效发展。

“通过走智能化升级改造的路子，

既能精减人员，降低成本，又大幅提升

水资源利用效率、生态流量管理能力，

升级后电站比同类电站发电量增加了

约 15%。”电站业主们纷纷表示，电站能

够安全、绿色、高效运营，省事省心。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周建

“钟师傅，在巡河呀！”面对熟人的打招

呼，钟国民黢黑的脸上露出纯朴的笑容。

钟国民是庆云街道南湖塘社区综

合党支部支委委员。他响应社区党委的

号召志愿巡河，佩带红袖章，每天雷打

不动沿湘江南湖塘段巡两次。

湘江南湖塘段长 1.1 公里。钟国民

从山水国际出发，沿着河岸途经一水

厂，再到解放西街分袂亭。一水厂河段

属于我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河岸线

上的公示牌明确禁止游泳、禁止垂钓，

但仍有居民熟视无睹，还把隔离防护栏

损坏。

看到有损坏的隔离防护，钟国民上

前进行修补。看见垂钓的人，钟国民上

前劝离。有垂钓者跟钟国民玩起“躲猫

猫”，想着隔天再来。但每次过来，都碰

见钟国民巡河，最终不得不放弃这种侥

幸心理。

汩汩湘江，水清岸美。然而，靓丽的

外表下却常常暗藏杀机。

每到夏秋季节，不少人喜欢下河游

泳，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带着游泳

用具，有的没有任何装备，还有的游到

深水区，摆出一副横渡湘江的架势。

顶着烈日，河边又闷热，汗水反复

浸透蒸发，钟国民被晒得黝黑，多处皮

肤被晒伤，甚至掉了皮。晚上吃完饭，钟

国民来到岸边，眼睛紧盯着水域，喇叭

喊话、哨子提醒，劝说游泳者陆续上岸。

有 些 人 不 理 解 ，还 对 工 作 人 员 进 行

谩骂。

“湘江水情非常复杂，水下有断层、

而且水流急，还有旋涡十分危险，稍微

不慎，可能命丧于此。”钟国民苦口婆心

地说。在钟国民和街道社区的共同努力

下，今年湘江南湖塘段水域未发生一起

溺水事件，受到居民的好评。

炎陵县电站运维中心。记者/俞强年 摄

“智能管家”让水电站发电提升15%

湘江守望者老嗲嗲钟国民

钟国民在修复湘江隔离防护栏。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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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俞强年 通讯员/刘小花
袁礼花 贺晓燕） 今年 3月

起，市水利局对全市在建水

利工程开展水利工程质量提

升行动，巡查发现 28个在建

水利工程存在治理问题 42

个，同时稽察发现 6 个河流

项目存在问题 47 个。目前，

相关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28 个在建水利工程，涵

盖了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河流治理、水库除险

加固，农村饮水工程等民生

水利项目。此次行动以巡查

为抓手，通过开展水利工程

质量监督巡查、专项稽察、

项目法人履职检查，质量监

督履职巡查以及水利工程

质量普遍性问题专项整治

排查等多种措施，强化对参

建各方的全面监管。

巡查组同时对“四水”和

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开展了专

项稽察，重点检查了项目法

人、设计、监理、施工等参建

单位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体

系建立情况，水利工程建设

和运行情况，抽查了工程相

关档案资料，对发现的质量、

安全问题及时以通报形式向

参建单位进行反馈，责令建

设单位组织制定切实的整改

方案，限期整改到位，并上报

整改结果形成闭环。

此外，巡查组对施工现

场测量放样、重要隐蔽工程

资料收集和验收程序、施工

危险源辨识及管控等进行了

技术指导。“通过巡查和稽

察，强化了参建单位的质量

安全意识，全面压实了参建

单位责任，提高了水利工程

质量，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俞强年 通讯员/陈湘鄂
冯璐） 国庆前夕，我市召开

河长制工作推进会，同时调

度部署今年河长制工作考核

内容，我市年度“创先争优”

冲刺提前打响。

河长制工作推进会上，

对标《株洲市 2023 年度河长

制工作要点》和《株洲市 2023

年度河长制工作评价办法》

（以下简称“考评办法”），水

利、公安、生态环境等 13个河

委会成员单位，分别对照 33

项 293 个重点工作任务进行

讨论发言。

按惯例，省河长办于每

年 12月开始对各市州河长制

工作进行现场抽查，12 月 30

日前完成汇总评分。水利部、

生态环保部将于第二年 1 至

2月，对全国河长制总结工作

进行抽查，在每个省抽取 6个

市州，再从市州中抽取 2个县

市区，最后从县市区中随机

抽取 2 至 3 个乡镇进行评估。

11 月下旬，我市各县市区和

市相关成员单位自评，市河

长办根据各单位自评及工作

完成情况，再集合省河委会

对我市的考核得分，形成综

合评分。

在考评办法附件 1《对县

市区河长制工作评分细则》、

附件 2《对市河长制工作委员

会主要成员单位考评细则》

中明确了具体的考评内容和

分值，其中对县市区的评分

内容包括了河长履职、河长

制工作落实情况、重点任务

完成情况、河长制工作成效 4

方面；对成员单位的评分内

容包括了健全机制、部门履

职、服务河长 3方面。

推进会要求，各县市区

要对标对表，把工作干在前

面，围绕考评指标任务，抓实

抓细抓出成效，确保常规工

作不扣分，亮点工作多加分，

树立强化创先争优意识，认

真挖掘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和

特色亮点，争取在省真抓实

干 工 作 中 获 得 更 多 表 彰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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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俞强年 通讯员/彭亚文）
我市河长制工作 2023 年第

二季度考核结果已公布。记

者昨日从市河长办了解到，

二季度暗访交办问题整改

情况、河长巡河履职、河湖

管护情况和图斑整治问题

已形成清单进行交办，各县

市区正加快整改。

今年来，省、市河长办

共 交 办 问 题 186 个 ，其 中

121 个已到销号期限，完成

整改销号 115 个。市总河长

会议暗访片要求在 8 月 10

日前整改完成的问题，炎陵

县 、茶 陵 县 、荷 塘 区 、芦 淞

区、天元区已整改销号。市

河长办对水利部、省河长办

交办的 2022年三、四季度和

2023 年第一季度卫星遥感

疑似问题图斑核查整改进

行了核查。截至 8月底，水利

部 3863 个疑似问题图斑已

全 部 复 核 完 成 ，属 实 问 题

551 个，属实问题整改工作

正抓紧推进。省河长办 3 个

季度 688个问题图斑复核县

级填报及市级审核工作基

本完成，确认属实问题 198

个，目前已整改销号 156个。

今年以来，市、县两级

河长巡河频次、巡河问题整

改数量同比提升，但有部分

河长巡河打卡未达标，个别

县区存在河湖“四乱”问题

整治不彻底、巡查管理不到

位等问题，并将问题清单进

行交办，要求各县市区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对标对表

抓落实，限期保质推进问题

整改销号。

“今年的河长制工作总

体推进情况非常好，各县市

区工作有实、有新、有亮点，

我们市县两级勠力同心，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以实干

实绩实效争夺湖南省河长

制真抓实干激励表彰。”市

河长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河长制推进有力有实有效

89个水利工程项目问题
已整改销号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刘平） 家中有闲置的家

具、家电需要处理，不妨联系

身边的社工和志愿者，可将

这些物品送到有需求的困难

居民家中。近日，石峰区清水

塘街道花果山社区，就出现

了让闲置物品传递爱心的暖

心事。

花果山社区一居民因为

房屋翻修，需要腾出屋内物

品，其中有闲置的床铺和电

视机。户主找到社区志愿者，

称可以将床和电视机捐赠给

辖区有需要的困难居民。

市弘益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社工侯媛得知情况后，很快

想到在沈家湾社区走访时遇

到的一名困难独居老人。该老

人视力不好，曾向上门走访的

社工和志愿者透露心声，希望

能拥有一台电视机陪伴自己，

解解闷。同时，侯媛还在清水

塘街道志愿者公益服务交流

微信群发布捐赠信息。消息发

布不到3小时，闲置床铺被一

名高龄老人认领。

随后，社工和志愿者将

电视机送到了独居老人家

中。电视机有了，可网络安装

成了问题。社工和志愿者将

问题反映到社区居委会。居

委会工作人员根据老人情况

咨询了相关政策，了解到该

老人可以享受到免费网络电

视服务，需要其家属持相关

证件办理。

得知无老人的家属前来

搬床铺，4 名社工和志愿者

将床铺拆卸，通过肩扛手抬，

送到老人家中，并将床铺进

行了组装。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伍 靖雯 通讯员/王 坚）
背街小巷、农贸市场周边的

市容环境卫生，更需要做好

保障。近期，天元区环卫服务

中心组织开展专项行动，通

过强化巡查监督和指导力

度，精准补齐短板，提升居民

生活幸福指数。

针对背街小巷存在道路

积尘、散落垃圾、成堆暴露垃

圾等问题，该中心组织开展

市容环境卫生提质攻坚，每

日安排班、队长及快速保洁

车辆对背街小巷行道、绿化

带的散落进行清扫。同时，安

排专人对卫生死角、路面积

尘等问题进行排查，对照“问

题清单”逐一整改。

针对农贸市场周边容易存

在的垃圾乱扔、路面不洁等问

题，该中心安排专人，每天三次

到各农贸市场周边开展垃圾清

理、清运，有效提升辖区“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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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区：背街小巷
开启“美颜模式”

闲置家具有啥用？
送到困难居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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