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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家卫生城市建设

绣林街道办事处：

坚持常态化管理
巩固城市环境整治成果
本报讯（记者高蕾 通讯员梁根瑞）为持续改善城市环

境，提升城市品位，全面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绣林
街道办事处近年建立长效机制，在辖区内全方面、多渠道、多
样化地开展城市环境整治常态化管理。

绣林街道办事处地处中心城区，是城市环境整治的主阵
地，该办长期坚持开展“机关单位大扫除”活动，组织各个社
区的志愿者在辖区进行小区卫生大清扫，重点是铲除路边积
留垃圾、清除杂草、清理小区楼栋牛皮癣、铲除小广告。社区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还走村入户发放环境整治宣传资料，利用
宣传车在街头巷尾巡回宣传，对宣传中发现的圈地种菜、乱
搭乱建等行为进行劝导，并制订问题整改销号清单，发现一
起解决一起。

该办通过常态化管理，进一步提升了辖区市民的文明健
康素养，他们自发加入到环境整治和爱国卫生运动中来，形
成了人人支持、人人参与、人人动手的浓厚氛围。

如何让烟火气“不呛人”
——解码石首经验

□ 通讯员 陈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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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一度的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开始
啦，各地都在紧锣密鼓的开展，你还不行动
起来吗？

国家卫生城市是指公共卫生最佳、卫
生管理最优、环境卫生最良好的城市形象，
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三年一
度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的开始了，各地
纷纷“动了”起来。其中，病媒生物防制作
为国家卫生城市复审的重要内容，我们应
该重视起来！

如果你也想参与进来，评价标准你应
该了解：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包括哪些内容？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包括七个方面：
一、爱国卫生组织管理；
二、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三、市容环境卫生；
四、生态环境；
五、重点场所卫生；
六、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安全；
七、疾病防控与医疗卫生服务。
病媒生物防制有哪些标准？
一、建立政府组织和全社会参与的病

媒生物预防控制机制
1. 制定本级政府病媒生物控制管理

规定或文件，或对上级颁布的相关规定和
办法有实施细则。制定实施病媒生物防制
计划和方案。

2. 能有效组织、动员、协调各成员单
位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
活动。

3. 建立居民虫情报告和防制咨询渠
道，并有专门机构人员负责，居民能够通过
服务热线或网站等多种形式反映病媒生物
危害情况和防制咨询，对群众反映的相关
问题有记录、有反馈、有回访。

二、掌握辖区病媒生物孳生地情况、密
度变化和侵害状况

1. 开展辖区蚊、蝇孳生地调查，掌握
辖区蚊蝇孳生地本地情况，建立主要孳生
地台账，并根据孳生地变化情况及时进行
更新。

2. 开展蚊、蝇、鼠、蟑等重要病媒生物
的密度监测，掌握辖区主要病媒生物的种
类、分布、季节消长规律和密度水平。监测
点覆盖所辖各区（县覆盖所辖各街道），监
测方法符合国家标准或规范的要求，监测
时间和频次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监测
结果及时向有关单位通报。

3. 定期开展病媒生物侵害调查，掌握
辖区内重点场所和重点行业病媒生物侵害
状况，为防制工作提供依据。

三、湖泊、河流、沟渠、景观水体、小型
积水、垃圾、厕所等各类孳生环境有效治理

1. 河流、湖泊、沟渠、池塘、景观水体等
大中型水体采取疏通、换水、养鱼等措施。

2. 瓶罐、轮胎、竹筒、坑洼等各类小
型水体，采取翻瓶倒罐、清除、遮盖、填平
等手段。

3. 城市道路两侧、单位、社区、城中村
等场所的雨水道口，采取疏通的方式，避免
形成长期积水，必要时可投放环境友好的

杀蚊幼剂。
4. 垃圾中转站、垃圾桶、果皮箱等管

理到位，垃圾及时清运，并定期对垃圾容器
底部的陈旧性垃圾清理，避免蝇类孳生，楼
栋垃圾通道封闭，厕所、垃圾运输车等管理
良好。

5. 社区、城中村、公共绿地等外环境
散在的生活垃圾、宠物粪便等及时清理。

四、鼠、蚊、蝇、蟑螂的密度达标
1. 根据病媒生物的危害情况，适时开

展日常防制活动，城市统一的防制活动每
年组织不少于2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
危害严重的病媒生物种类，组织专项防制
活动。

2. 按照国家标准的检测方法开展抗
药性监测工作，了解或掌握辖区主要病媒
生物对当地常用卫生杀虫剂的抗药性情
况，为科学、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根据不同
的病媒生物、不同的处理场所，选用“安全、
环保、有效”的防制方法。

3. 不得使用国家禁用、无证和私自混
配的杀虫剂或杀鼠剂，做到科学、合理用
药，无过度用药现象。充分发挥疾控中心
的专业指导和有害生物防制服务机构的技
术优势，提高辖区病媒生物的防制水平。
对政府购买的市场化服务项目进行规范管
理，并保证防制成效。

4. 定期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效果自查
和评估，及时掌握达标情况。

5. 通过综合施策、持续控制，蚊、蝇、
鼠、蟑密度保持在控制水平C级标准范围

之内。
五、重点行业和单位防蝇和防鼠设施

合格
单位食堂、宾馆饭店、餐饮店、食品店、

食品加工场所以及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的
食品点位等，防蝇和防鼠设施合格率≥
95%。具体要求为：

1. 门、窗：餐饮、食堂等门口安装防蝇
帘或风幕机等设施，或使用旋转门、自动
闭合门等，若使用纱门、纱窗，网纱密度≥
16 目。门缝间隙≤6 毫米，木门和门框下
端使用金属包被，高300毫米。食品、粮食
库房门口有挡鼠板，高600毫米。门、窗无
破损。

2. 箅子和地漏：厨房操作间和下水道
出水口有金属竖箅子（横栅），或排水沟有
横箅子，箅子间隙<10毫米，且无缺损，地
漏加盖。

3. 管线孔洞：堵塞通往外环境的管线
孔洞，没有堵死的孔洞，其缝隙≤6毫米。

4. 排风扇：排风扇或通风口有金属网
罩，网纱密度≥8目。

5. 灭蝇灯：食品加工区、就餐区宜安
装粘捕式灭蝇灯，电击式灭蝇灯不得悬挂
在食品加工区及就餐桌的上方。

6. 防蝇柜（罩）：农贸市场、超市（人流
量较大的场所）等销售散装直接入口食品
的点位，加装防蝇柜（防蝇罩）或使用冷藏
柜，不得暴露销售。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需要你我共同努
力，大家都是主角，赶紧行动起来吧！

三年一度的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你了解多少？

笔架山街道办事处：

依法拆除违建
创造居民健康宜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孙诗宇 通讯员刘佩娟）为进一步规范城市

建设，助力石首国家卫生城市常态化管理，8月3日，笔架山
街道办事处协助市城管局对孙家拐社区长江干堤以南堤脚
的一处违建养殖场进行依法拆除。

据了解，此处违建的养殖场占地面积近500平方米，处
于石首禁养区域内，且长期以来对周围环境卫生影响较大，
周边居民苦不堪言。对此，该办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做工作，
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在与养殖场老板签订拆除违建房屋协议
后，共出动执法人员50余名，调用挖掘机等机械设备，依法
对违建物进行集中清除，经过数个小时的行动，拆除了影响
城市环境的违章建筑。

笔架山街道办事处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对辖区内脏、
乱、差现象，发现一处，整治一处，同时以多种形式开展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宣传，积极引导辖区居民增强环境卫生意
识，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生活环境，以实际行动为
辖区居民创造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

市农业农村局原种场：

整治城乡卫生环境
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 通讯员 陈文 周阿进 张凡立

石首顶流绣林夜市。

市城管执法局环卫服务中心对夜市巡回保洁。市城管综合执法大队对夜市进行全流程服务和引导，巩固经营秩序。

高基庙镇：

人居环境整治见成效
村民乐享幸福生活

本报讯（记者张红芳 实习记者张成林 通讯员曾添）近年
来，高基庙镇坚持全域拆建开新局，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改善了乡村环境，提高了村民生活质量。

近日，记者在高基庙镇高基庙村看到，该村新建了几座
小游园，游园与田野相接，村民们忙完农活便可以在游园里
的石凳上休息纳凉。游园周边建有小型广场，广场地面用柏
油铺设，方便群众跳广场舞，还增加了秋千、扭腰器等娱乐健
身设施，村民们多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高基庙镇立足乡村原态，不大拆大建，以尊重自然、融入
自然、享受自然为发展思路，放大生态效应，在高基庙村着力
打造“走进林野，觅寻乡愁”的心灵驿站，先后建成了五一广
场、王幺二公园、湘鄂公园、预制菜公园。忙完农活，在游园
里纳凉的村民们对前后的变化深有感触。

“原来这里全部都是竹园荒地，人都走不进来，现在改造
得很好，老百姓早上晚上都在这里乘凉，玩得很开心，感谢政
府！”村民连连称赞。

现在的高基庙村，随处可见的游园提升了村庄颜值，村
民们对人居环境整治的成效赞不绝口，该村也因此成为了高
基庙镇全域拆建行动的又一个亮点。

石首夜市火了！打开社交媒体，从老牌
的一中便民点，到顶流绣林夜市、星空夜市，
再到新晋的建宁大桥东网红夜市，各种盘点
攻略令人眼花缭乱。走在街上，常尝乐葱油
饼、芝士烤冷面、鼎鼎香肉夹馍……一个个
小推车散发着香气，勾勒出城市生机勃勃的
烟火气。

夜市需要热闹，但这种热闹贵在有序，
有序方可长远。如何让夜市既有烟火气又

“不呛人”，则考验着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

以辛苦指数换取市民的幸福指数
今年以来，石首市城管执法局提前谋划

部署，在中心城区内开放6个临时“地摊经
济”点，允许中心城区所有餐饮临街门店在
规定时间内出店经营。

自从开放夜市经营区域后，石首市城管
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曹沛每晚都有一个
规定项目——夜市巡查。

查什么？“是否超时？是否扰民？是否
占道经营？”曹沛说，“说心里话，‘一刀切’最
简单易行，也最便于管理。可为了石首市经
济社会发展，我们多付出一点不算什么。”

建宁大桥东夜市经营点每天人流量2
万多人，夜经济活跃，划定的夜市点位由
150个增至190个，但还是不能满足摆摊设
点需求，多次发生争抢摊点现象。夜市开放
初期，市城管综合执法大队连续3天抽调30
余名执法队员对该夜市进行综合整治，逐一
登记摊贩信息，进行划行归市，对霸占马路、
阻碍交通的摊贩予以劝离。夜市步入正轨
后，城管执法大队每天安排10名执法人员
与摊贩共同出摊收摊，全流程进行服务和引

导，巩固经营秩序。
人多了，垃圾量也上来了。石首市城管

局环卫服务中心在常规性保洁基础上，每天
晚上新增2名清扫保洁人员巡回保洁，每天
早上普扫清理夜市周边的外溢垃圾。

在配套设施设置上，新增加一座“无水
免冲洗环保移动厕所”，设置多处勾臂垃圾
箱，适时合理调整垃圾收集频次，确保垃圾
不过夜。

市政园林服务中心做好了绿化带、人行

道、窨井盖等市政设施的管理。
石首城管人的辛勤管理与服务也换来

了摊贩的支持、理解与配合。夏夜中，一幅
幅温馨画面让人们共享清凉。

共同缔造下的摊贩自治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是让每个城

市对夜市“又爱又恨”的症结所在。夜市经
济下的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不能仅仅依靠
城市管理，更多的是依靠广大群众共同守

护，点燃城市烟火气，需要用好“共同缔造”
这把金钥匙。

石首市城管执法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
刘华出示了一份名单，上面详细列着摊贩的
编号、姓名、经营项目、电话等信息，所有夜
市点位的摊贩都加入了城管局组建的微信
群。这个群，除了交流摆摊信息外，更是环
境卫生的监督群，针对摊点附近的不文明进
行曝光。

借助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契机，石首市以
制度化、常态化的管理模式调动摊贩的积极
性，发动摊贩积极落实“门前四包”，形成高
度的“石首自觉”，即自觉参与城市管理、自
觉遵守规章制度、自觉提升个人素质、自觉
监督不文明行为。

高静在绣林夜市卖双皮奶，每次卖完后
她都会在夜市义务巡视一番，发现相关问题
立即上报到群里。高静说：“城管部门为夜
市发展提供各种支持，作为摊贩更应该珍惜
爱护我们的夜市环境，积极主动为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出力。”

石首夜市中，摊贩们几乎都遵守着“人
在地清，人走地净”的约定，管理与被管理的
矛盾迎刃而解了，昔日的“老大难”反而成了
亮丽的风景线。

年轻活力注入传统夜市
石首夜市里的年轻摊主越来越多，他们

不仅为夜市增添青春活力，而且满足了群众
的多样化需求。

90后的小胡在建宁大桥东夜市经济点
摆了一个小摊卖冰花，生意火爆，每天能卖
出100多杯。还有很多网红在夜市现场进
行直播，更是为夜市经济增添了网络人气。

“从卫生环境、食材选购到支付方式，都有统
一的管理。我们就是按照实体商店的模式
来经营摊贩。”小胡说。

从最初的推个车、支个摊到现在打造各
类打卡点、网红点、现场直播点，年轻人的加
入为传统夜市注入了新活力。

“随着年轻活力注入夜市，我们在管理
上也更轻松。”石首市城管综合执法大队副
大队长曹沛说。

当前，石首夜市经济蓬勃发展，后期还
将进一步平衡夜市摊贩、消费者、周边居民
等多方的不同利益诉求，找到最大公约数，
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与夜间经济繁荣相得
益彰。

（原载8月2日《湖北日报》）

石首市农业农村局原种场作为石首国家卫生城市主战场
之一，自石首市国家卫生城市复审验收工作开展以来，全场干
部职工及场内群众勠力同心、协力奋进，全面开展场内城乡接
合部环境卫生整治，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进一步提升环
境卫生水平，力争在国卫复审中不失分、少失分、得高分。

大动员，形成创卫合力

“上下联动，全员参与”。建立了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牵
头、原种场场长日常督办、胜利垸分场场长及丢家垸分场场
长具体负责的组织框架。局机关组织每周五开展“洁城行
动”，全体机关干部参与，对原种场辖区进行环境卫生打扫。
与群众进行签订“门前四包”责任书，邀请群众参与，进行自
治。从上至下，全员参与，整治城乡卫生环境，共同建设美好
家园。

强氛围，凝聚创卫共识

“全民创卫，氛围先行”。充分利用LED显示屏、流动宣
传喇叭、宣传栏、志愿者宣传队伍等有效载体，在原种场进行
国卫复审的氛围营造，提升治理环境卫生意识，使场内群众
耳濡目染地参与到国卫复审工作中来，形成创卫共识，主动
参与城乡环境整治。

固基础，夯实创卫“细胞”

为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市农业农村局拨付专项
资金用于原种场基础设施建设，购买配套设施和开展垃圾清
运、环境卫生整治等。截至目前，购买垃圾桶400个，垃圾清
理利用机械设备转运达50余车次，路面硬化长达100余米，
2200米沟渠漂浮物全面打捞，并对可视范围乱搭乱建、坏损
围栏进行了依法拆除。

重整治，提升创卫成效

“查漏补缺，持续整治”。开展旱厕清零、活禽散养专项
整治行动，组织专班对原种场辖区内进行拉网式的排、集中
整治。发现问题，立即教育劝导并督促整改到位。秉持旱厕
一律拆除的原则，对发现的旱厕实施清单式销号，集中精力
和力量持续推进。目前，发现旱厕13座并已全部完成整改
拆除，以确保城乡接合部卫生环境干净、整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