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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盖、下井、弯腰、拧阀……不足 3 分钟，甘肃肃南大河乡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职工顾正礼（上图，左。肃南县委宣传

部供图）就完成了开闸送水的全部操作过程，动作麻利，让人

很难相信他已经 59 岁了。

大河乡地处祁连山北麓，气候干旱，附近村庄常年缺水。

顾正礼从小生活在这里，最是了解牧民缺水的困境，“清晨 6 点

赶着牛羊去河边，天擦黑才能回家。”

为解决人畜饮水难题，政府于 1965 年修建了塘尕尔滩水

管所。1979 年，17 岁的顾正礼来到这里工作，自此承担起海

拔 3200 米的塘尕尔扬水工程管道维护和供水任务。

“几间土坯房、6 张硬板床、3 盏煤油灯，是我们的全部家

当。”顾正礼说，比起生活条件，工作环境更是艰苦。

刚参加工作不久，顾正礼就遇上难题：明明开阀送过水，

下游牧民却反映没水吃。时值 2 月，正是接羔育幼的关键期，

顾正礼明白牧民心中那份焦急。

来不及多想，他挎上工具，顶着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严寒，

沿塘尕尔峡一路巡检。“当看到水隔着冻土层冒出地面，我就

知道管道冻裂了。”顾正礼介绍，山区管道坡度大、水流急，上

游管道开裂，往往意味着下游还有管道冻塞的情况发生。

找出问题所在，如何确定冻裂位置？顾正礼和同事们每

隔 50 米挖一个探坑，足足挖了 3 天才准确定位。

当地特殊的地质气候条件，使得塘尕尔水利工程供水管

道多采用深埋地下的铺设方式，即便如此，极端天气下依然有

冻塞断水的风险。“打不通管道，送不上水，我们就不回家。”多

年来，顾正礼已数不清发生过多少次管道堵塞情况。每次都

加班加点抢修，2 米深的土层，冻得实、刨着硬，他硬是咬牙坚

持下来，冷了用羊粪生火暖手，饿了吃自带的干粮充饥，直到

管道疏通后才放心回家。

“现在打开水龙头就能出水，多亏了顾所长！”提起老顾，74
岁的牧民安生荣满是感激。过去吃水困难，需要走十几公里山

路才能带回 100多斤水，“人都得省着用，牲畜更不用说。”

扬水工程建成后，取水点离家只有 2 公里。“可还是不方

便，牧区没有公路，砂石路上赶牛羊，来回少说得 3 个小时。”

安生荣说，随着收入提高，不少牧民开始修建引水线，一头连

着蓄水池，一头通往家里。

选址、埋管、预制、保养，无论哪家修建引水线，顾正礼都

给予技术指导并全程参与。为解决因地质变动和设施老化引

起的管道渗漏、断裂问题，顾正礼还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先

后建成供水管道 210 多公里，供水点、蓄水池、泵站 50 多处，塘

尕尔水利工程供水能力不断增强，辐射范围达到 110 万亩。

地盘扩大，巡检路程也变得更远。坚守塘尕尔水利工程

一线 42 年，顾正礼的足迹已遍布 110 万亩的山地沟岔。

山地气候多变，冬天狂风暴雪、夏季烈日当头，但人们总

能看见顾正礼骑着摩托车在沟壑纵横的大山中穿行巡线的身

影。久而久之，顾正礼成了牧民眼中的“活地图”：牧民在哪儿

放牧、泵站距离多远、大小不等的水池多久蓄满、每个水池供

多少牧民用水，都刻在他的脑海里。

2000 年，顾正礼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有着 42 年工

龄、21 年党龄的他，明年便将退休，心头最难割舍的还是水利

工程和牧民群众。“过去缺水，牲畜数量不多，现在户均养殖

200 只以上，牧民的生活越过越好。”顾正礼说，周围 5 个牧业

村 300 多户人家和 6 万多头牲畜饮水难题已基本得到解决。

听说老顾即将退休，安生荣的心情有点矛盾：既心疼他奔

波劳累了这么久，又担心管线再出问题无法解决。

“您放心吧，有啥问题，随时找我。”顾正礼说。

海拔 3200 米，顾正礼
巡查供水管道42年—

送清水
暖心田

本报记者 赵帅杰

本报石家庄 11月 13日电 （记者张志锋）位于河北省石

家庄市中心的维明南大街原有一处自发形成的早市、夜市摊，

最近拆除后改建成街头游园，种上绿植和草坪。据了解，最近

6 个多月，石家庄市开展小街小巷整治提升等六大专项行

动。截至目前，已整治提升 1120 条背街小巷。

主街大路光鲜漂亮，背街小巷却被忽略，群众对此很有意

见。为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石家庄市投入 8 亿多元，

对全市背街小巷进行排查，全面整治提升。截至目前，相继完

善排水、照明等市政基础设施，整修污水等井口 9095 处，增设

维修路灯 6008 盏；对坑洼不平的小路进行翻修，铺设道砖；新

建、补植绿地共 5 万多平方米。

为确保施工质量和长效管理，该市对施工全程监管，推行

“三年保修”。今年 10 月，市里组织集中检查验收，同步开展施

工质量“回头看”，对发现的问题返工。每条背街小巷整治完成

后，同步落实“街长制”“门前三包”等，悬挂街长公示牌和工程

质量公示牌，公布街长等责任人及其联系电话、监督电话等。

石家庄开展专项行动

1120条背街小巷变了样

■点赞新时代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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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13 日电 （记

者张洋）日前，经

中共中央批准，中

央 纪 委 国 家 监 委

对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肖毅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肖毅背弃初心使命，破坏“两个维护”政

治原则，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出现严重偏差，

违背新发展理念，滥用职权引进和支持企业从事

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违规举债上项目、搞建设，造成恶劣影响；无视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

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纵容、默许特定关系人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

利，违规从事营利活动，搞权色、钱色交易；不正确

履行职责，随意决策实施重大项目，干预、插手司法

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寡廉鲜耻、道德败坏；与不

法私营企业主沆

瀣 一 气 、以 权 谋

私，利用职务便利

在职务晋升、工程

承揽、项目开发等

方面为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肖毅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

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

法并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

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

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

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肖毅开除党籍

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

党的十九大代表、江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

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肖毅
严 重 违 纪 违 法 被 开 除 党 籍 和 公 职

本报北京 11 月 13 日电 日前，经中

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国家烟

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中央纪委原派驻国

家烟草专卖局纪检组组长潘家华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潘家华丧失理想信念，弃守职

责使命，执纪违纪，帮助烟草行业私营企

业主谋取私利；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违规收受礼品，违规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

的出国旅游；将多名亲友安排在烟草系统

工作；家风不正，纵容亲属利用其职务影

响在烟草系统违规获取巨额利益；贪图享

乐，生活奢靡；对纪法毫无敬畏，靠烟吃

烟，利用职务

便 利 在 企 业

经 营 等 方 面

为 他 人 谋 利 ，

并 非 法 收 受

巨额财物。

潘家华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

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

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

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

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

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

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潘家华开除党籍处

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

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中央纪委原派驻国家
烟草专卖局纪检组组长潘家华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深阅读R

关注基层智慧治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加

强 基 层 智 慧 治 理 能 力 建 设 ”“ 拓 展 应 用 场

景”。街道社区应如何利用好应用软件？如

何提升辖区企业、居民参与智慧治理的积极

性 ？ 如 何 真 正 使 社 区 管 理 、居 民 生 活 更 便

利？上海普陀区在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

设中，让技术贴近居民需求，拓展了数字化应

用的场景。

数据打通 积分考核
促进物业管理提升

普陀区真如镇街道共有公房、售后公房、

商品房等在内的 85 个住宅小区，有 29 家物业

企业为各小区提供服务。“垃圾清理不及时、

物业维修不到位、小区汽车违停没人管……

物业平时跟居民打交道多，被投诉的也多。”

真如镇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梁艳说。

物业公司工作欠佳的小区，居民们意见

不小，但除了见面协商、打电话投诉，过去一

直没有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 很 多 问 题 还 没 到 更 换 物 业 公 司 那 一

步。”真西五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俊在多个居

民区工作过，在他看来，如果能实现对物业公

司的动态监管考核，就会督促物业公司提高

服务水平。过去考核是半年一次，“表格发下

去，3 天内打完分收上来。”梁艳说，这种传统

的评价方式缺乏时效性和客观性，很难真实

反映物业公司的服务情况。

近年来，上海市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建设，在市、区、街镇分别设立城市运行管

理中心，汇集数据的同时，拓展应用场景。“对

于基层来说，我们不追求‘高大全’，找到符合

自身需要的场景，管用实用就行。”真如镇街

道党工委书记张韶春说。

依托“一网统管”支撑，真如镇街道探索

对物业企业进行积分管理。真如镇街道城运

中心副主任查长青说，根据物业工作的特点，

街道 7 个职能部门都有考核权限，根据日程

巡查、受理举报的情况，对物业公司进行积分

管理，“我们还把居民区作为一个考核主体引

进了系统，能更加全面掌握物业服务的具体

情况。”

根据各自的考核权限和市民投诉情况，

绿化受损、产生违建、垃圾分类不达标、公共

收益入账情况……每当出现问题、积分变动，

各物业负责人都能第一时间在手机上收到信

息，及时处理。“各家物业公司的排名情况都

可以看到，服务水平如何一目了然。”梁艳说，

每半年的排名和物业奖励资金的发放挂钩，

排名靠前的小区可以拿到物业费补贴，未达

标的物业企业将被取消补贴资格。

数字化、智慧化管理，让街道居民直接受

益。数据显示，在真如镇街道的商品房和售

后公房小区里，2021 年第二季度小区公共收

益 461 万余元，较 2020 年同期增加了 340 余

万元，增幅达 280%。

条件公开 明细上网
电梯加装意见统一

走进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风荷苑小区，

几十幢楼前都已经挖了洞、搭起了脚手架，电

梯加装工程开展得风风火火。

“小区一共 80幢楼，已经有 70多幢同意加

装电梯，40多台电梯已经开工。”小区所属的长

风二村第一居民区居委会主任成君介绍。

居民们加装电梯的意愿为何这样强烈？

成君一笔一笔算起了细账：正值小区开展旧

住房修缮，把加装电梯的一部分工程和修缮

工程结合，可以给居民省下一笔开支；批量采

购电梯，供应商的价格可以谈的空间不小，又

省下一笔支出；区属企业西部集团承接整个

工程，不论是征求居民意愿还是施工建设，都

将工程的花费最大程度展示给居民，坚持公

开透明……

西部集团物业部副经理黄文强介绍，依

托普陀区大数据中心的数据支撑，西部集团

开发了“普陀加梯”小程序。居民点开小程

序，输入自己居住的小区名字和楼幢，就能知

道是否符合加装电梯的条件，还可以通过其

加装费用分摊计算功能，输入楼层、户数等信

息，了解自家大致需要分摊的比例。

“ 一 目 了 然 ，心 中 有 数 ，所 以 我 非 常 积

极。”风荷苑小区居民张士平说，对于加装电

梯这件事，整幢楼居民对成本计算、分摊比例

等没有任何意见。

“加装电梯，不是装完就结束了，后续的

维护、保养同样重要。”西部集团徐虎加梯工

作室负责人高辰说，针对加装电梯项目点多

面广的特点，每幢楼前的施工现场都装有视

频监控设备，通过手机、电脑可以对项目的施

工进度、安全生产实时巡检，“视频还会保存

下来，未来如果对工程质量有任何质疑，都可

以回看施工过程。”

成君说，预计今年年底，小区的修缮和

电梯加装就能完工，“到时候，上楼可就方便

多了！”

设立大屏 刷脸叫车
老人出行减少困难

“我们老年人要打个车是蛮不容易的。”

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梅岭园小区居民胡智芳

前两年经常遇到打车难的问题。小区门口是

单行道，出租车很少，手机上的打车软件她又

不会操作，“平时可以坐公交车，要是有点急

事想打个车，真不知道怎么办。”

作为上海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街道之

一，曹杨新村街道 10 多万居民中，60 岁以上

的老年人超过 4 万，打车难，是他们在数字时

代遇到的共同难题。

“我们思考，在数字化转型中，怎样让老

年人跨过‘数字鸿沟’。”2020 年，由上海市政

府主导、上汽集团打造，汇聚上海全市绝大部

分出租车运能的“申城出行”APP 上线。“申城

出行”市场部负责人徐文斌介绍，在开发手机

端的同时，他们也把目光聚焦到需要线下服

务的老年人群体身上。

今年 6 月，梅岭园小区门口的墙上挂上

了 一 个 宽 约 40 厘 米 、高 约 50 厘 米 的“ 智 慧

屏”。在支付软件保存有人脸信息的居民可

以“刷 脸 叫 车 ”，也 可 以 通 过 输 入 手 机 号 叫

车。“我尝试了一下，大概几分钟后，就有出租

车司机联系我了。”第一次体验，胡智芳感觉

效果不错，她成了这项服务的忠实用户。

根据居民区的分布特点，曹杨新村街道

共选定了 13 个点位安装了“智慧屏”，街道也

组织了多场活动教老人们使用。“以当前的数

字化发展水平来看，这样的产品是相对‘落

后’的，但我们的目标是立足实际，扩大便民

服务的空间。”徐文斌说，实践下来发现，用户

在早晚高峰叫车还存在一定难度，但这也为

企业进一步优化服务提供了新方向。

记者了解到，为加快治理数字化转型，加

强基层治理智慧化水平，普陀区正加快应用

场景建设，目前已建各类应用场景 75 个，在

建 39 个，计划建设 44 个。

“希望通过智能应用场景的建设，精准地

解 决 社 会 治 理 难 题 ，让 老 百 姓 有 更 多 获 得

感。”上海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城运中

心主任张军说。

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供数字化便民服务——

技术贴近需求 应用场景更广
本报记者 巨云鹏

随着基层智慧治理能力的加强，基

层治理数字手段越来越多，应用场景越

来越丰富，智慧社区信息系统和简便应

用软件越来越完善。

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应始终

着眼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适应群众的

生活习惯，充分考虑老年人习惯，这样才

能不断提升政策宣传、民情沟通、便民服

务的效能，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编 者

在安徽省绩溪县荆州乡，山间层林尽染，交通设施通畅，构成一幅

色彩斑斓的画卷。近年来，绩溪县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环境

保护力度，深化林长制改革，确保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同时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图①：孩童嬉戏。

图②：俯瞰村庄。

图③：盘山公路。 李晓红 章念东摄影报道

画里山乡 景美路畅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的智慧大屏。 本报记者 巨云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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