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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焦虑、烦躁、神经衰弱……你

是否曾被噪声困扰？据统计，2020 年，噪

声扰民问题数量在“全国生态环境信访

投诉举报管理平台”高居第二位。

2022 年 1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

施的若干规定》正式施行，在噪声污染纠

纷中，除了诉前调解和案件审理，人民法

院还可以根据申请人在诉讼前或诉讼中

的申请，出具禁止令，及时制止正在发生

的噪声污染。前不久，广东省广州市海

珠区人民法院发出全国首份噪声污染禁

止令。

2018 年 12 月起，每天 8 时 45 分至 12
时、15 时 30 分至 22 时，家住海珠区某小

区 302 房的王先生一家都会在房间内听

到持续不断的古怪声音。经查，声音来

自 102 房的李先生。监测表明，虽然该

噪声清晰可闻，但并未达到噪声限值昼

间 60 分贝、夜间 50 分贝的标准。根据民

法典及当时的噪声污染防治法，相关执

法部门无法予以处罚。无奈之下，王先

生于今年 4 月 13 日向海珠区法院提交诉

前禁止令申请书，请求法院禁止被申请

人李先生采取制造古怪声音等其他方式

制造噪声。

4 月 14 日，海珠区法院依法作出裁

定，支持王先生的禁止令申请，要求被申

请人李先生不得通过播放录音等方式扰

民。禁止令作出后，李先生承认噪声系

其播放。4 月 15 日上午，李先生在现场

签收民事裁定书及禁止令，并在法院工

作人员的见证下，拆除录音播放设备，删

除 录 音 文 件 ，并 承 诺 不 会 再 制 造 噪 声

扰民。

“该案中，海珠区法院发出了全国首

份噪声污染禁止令，明确了噪声侵权可

以适用环境禁止令司法解释。”最高法环

境资源审判庭综合办主任刘慧慧表示，这不仅是对环境禁止令

司法解释的正确适用，也体现了行为保全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

创新。“该诉前禁止令的发出，为噪声污染纠纷展示了一种新的

解决途径，具有积极的示范和引导意义。”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

济法学院教授胡静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发生于新修订的噪声污染防治法正式

施行之前，因分贝“未超标”，行政机关无法予以处罚。今年 6 月

5 日，新修订的噪声污染防治法正式施行，除了超标和扰民，“未

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

的现象”也被定义为噪声污染。新修订的噪声污染防治法对噪

声污染进行重新界定，进一步扩大了保护范围。新法实施后，行

政机关也可以对没有达到噪声排放标准但实际产生了负面影响

的噪声污染行为实施处罚。

新修订的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

人都有权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噪声污染防治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举报造成噪声污染的行为；第八十六条规定，受

到噪声侵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侵权人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这意味着群众在受到噪声侵害时，可以向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等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进行举报，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刘慧慧表示，规定并不以是否超标作为承担民事责任

的前提条件，进一步拓宽了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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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看着窗外枝繁叶茂的树木，周

继红又想起了那两棵玉兰树。

周继红是湖北省十堰市人社局副局长，

今年以来，十堰市和茅箭区两级发动各单位

处级干部下沉社区，联系对接社区工作，周继

红负责五堰街道东岳社区。不久前，东岳社

区翔泰公寓小区 4 号楼有居民反映，小区院

内 有 两 棵 玉 兰 树 ，因 常 年 无 人 修 剪 影 响 采

光。周继红积极同园林部门协商沟通，组织

专业人员，对树木进行了修剪，采光问题得到

了解决。

民生实事“怎么办”、社区资源“怎么用”、

下沉党员“怎么做”，这都是社区治理中需要

统筹考虑的问题。茅箭区积极探索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建强队伍、优化服务，搭建基层治

理智慧平台，鼓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切

实为群众办好实事。

整合资源 建好队伍

自从联系对接东岳社区后，周继红感觉

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东岳社区党支部书

记张波也有同样的感受。前两年，张波常常

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够“实”，作为基层党组织

书记，她手上的工作力量不少，可是“明明

下沉资源、下沉力量那么多，怎么就难联动

起来呢？”

像周继红这样的处级干部联系对接社

区，正是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深化“社区

吹哨，党员报到”工作机制，选优配强各支

队伍，解决下沉资源整合不力的问题。

在处级干部联系对接社区机制下，茅

箭区各个社区更有效整合社区工作者、小

区党支部书记、下沉党员干部、楼栋（党小

组）长、志愿者、物业服务及业委会人员，锻

造出一支凝聚民心、善解民意的社区工作

队伍。同时，社区党组织、驻社区单位成立

“大党委”，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构建社

区党组织和单位党组织“同承诺、共服务、

同发展、共监督”的协调机制，促使“大党

委”成员单位主动融入社区。

对接需求 做好服务

在 二 堰 街 道 源 园 社 区 东 方 坐 标 城 小

区，一场社区党组织、小区物业、居民代表

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正在召开。与会者

逐条探讨社区工作队伍收集的群众诉求清

单：“小区部分老人出行不便”，由志愿者接

单落实；“小区高层供水水压不足”，已反馈

至市水务公司，正在处理……

源园社区党委书记熊燕回忆，要是换

到以前，她得为这些事忙前忙后，解决起来

的效率还不高。现在，她只要每月定期核

实群众诉求清单，再协调解决即可。

为精准对接群众所需，茅箭区深化打

造“365·有服务”品牌，以信息化手段细化网

格管理、推动力量下沉，有效延伸社区治理触

角。为此，该区配套开发党员干部“双报到”

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减轻了基层的工作负担，

还提升了数据的精准度、供需的匹配度。

数据赋能 用好平台

下班回家，小区大门、单元门智能开锁；

遇到管道漏水、电路故障，社区工作人员 5 分

钟内上门解决……这样便利的生活，茅箭区

五堰街道滨河社区居民纷纷点赞。

滨河社区属于中心城区的老旧小区，社

区共有居民 1636 户、4348 人，社区工作人员

只有 12 名。为提升服务效能，茅箭区将滨河

社区确定为首个智慧社区试点。现在，滨河

社区居民有需求可通过“智慧社区”APP 反

馈，由社区工作人员接单处理。

近年来，茅箭区统筹推进智慧城市、智慧

社区建设，加快数据归集、推动数据共享、拓

宽场景应用，以大数据赋能城市治理。“我们

将逐步推进基层治理智能平台全覆盖，继续

用智慧方式助力社区治理，用科技手段为群

众提供便利服务。”茅箭区委书记张捍声说。

湖北十堰茅箭区探索“社区吹哨，党员报到”机制

干部下沉一线 治理提质增效
范昊天 蔡远铭

■法治聚焦R

“乔某某，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初次评定为 4
星。其中，年度考核为优秀等次，赋 2 星；任职年限 10 年，赋 1
星；任职期间，荣获省部级荣誉 1 项，赋 1 星。”看到山西太原尖草

坪区对某村党支部书记的星级管理初评结果，尖草坪区光社街

道一名村支书很服气：“现在的考评有了更清晰的标准，干得好

不好，大家一看就明白。”

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今年以来，尖草坪区对

村级党组织书记进行星级管理，按照年度考核、任职年限、奖励

表彰 3 项评价指标，对工作业绩进行准确评定。在考核内容上，

尖草坪区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重点任务，从 9 个方面设置 42 条考

核内容，并提高产业发展、“三资”管理的分值比重；在考核评分

上，设置满意度测评、实绩考核、组织评价等多项内容，其中实绩

考核占 45%，激励村党组织书记干事创业。

围绕乡村振兴和集体经济发展，尖草坪区还采取“理论学

习+现场观摩+实践锻炼+包联帮带”模式，开展村级党组织“领

头雁”精准培训、乡村振兴人才和高素质农民培训。“这次培训的

内容充实，我们学习了知识和技能，开阔了视野、交流了经验。

今后要学以致用，带动周边群众一起致富。”在尖草坪区组织的

村干部培训班上，参训村干部收获满满。据统计，尖草坪区组织

的培训已经覆盖 332 名村“两委”干部、228 名农村实用人才，有

效地提升了各村抓发展、解难题的本领和能力。

山西太原尖草坪区加强村党组织书记管理

考核实绩 激励实干
本报记者 刘鑫焱

本报长春 6 月 14 日电 （记者郑智文）为破解企业发展难

题，助推企业加快发展，吉林省发布政府为企业办实事清单，涵

盖减免财政税费、加强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据介

绍，今年 2 月，吉林省委、省政府深入开展服务企业调研活动，聚

焦落实国家政策情况、企业反映共性问题、充分提高企业获得感

等方面，梳理出吉林省政府为企业办实事清单事项 50 项。

此次发布的政府为企业办实事清单在减免财政税费方面有

23 项，包括延缓缴纳部分税费等。在加强服务保障方面有 15
项，包括产业用地供应、延期缴纳电费、评选认定省级现代服务

业集聚区、支持种业企业加快发展、授权职称自主评审资格等。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有 12 项，包括严格涉企经济犯罪案件受

理、为企业职工提供公安窗口服务“绿色通道”、简化消防行政审

批、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电子招投标等。

吉林发布政府为企业办实事清单
加强服务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

本版责编：季健明 徐雷鹏 李林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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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面孔R

出云南省昆明市区一路向北，约 20 分

钟车程，便来到松华坝水库。

松华坝水库海拔 1965.5 米，是昆明市

最重要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站在水库

主坝上，刚好能俯瞰昆明城区。主坝下方

30 米，是昆明市公安局水上治安分局松华

坝水库派出所。

位于半山腰上的派出所，鲜有人到访。

值班室内的登记册已经泛黄，但一页纸都

未登记完。派出所的工作重点在水域管

理，与老百姓接触的机会很少。3 名民警、3
名辅警常年值守于此，守护着城市的重要

水源地。

依水而建、枯丰变化，
派出所辖区面积最大时有
8.07平方公里

水面碧波荡漾，两岸青山环绕，一艘巡

逻艇疾驰而过，卷起白色的浪花。

驾驶舱内，松华坝水库派出所所长刘

志涛把稳方向舵，副所长李晓强站在船尾，

观察是否有人擅闯水源保护区。驶过谷昌

坝，刘志涛发现，前方 300 米左右的岸上有

两个钓鱼的人。

“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地松华坝水库，

禁止钓鱼！”刘志涛开足马力，同时用警用

喇叭向两人喊话。看到巡逻艇，钓鱼者慌

忙收线。此时船已靠岸，早已在船头就位

的李晓强一个箭步跨上岸，转身接过刘志

涛抛来的绳索，将船只固定。

环顾四周，只见草地上散落着矿泉水

瓶、塑料袋等垃圾杂物，还有一张刚刚展开

的渔网，他们正要开始捕鱼。“松华坝水源保

护区全域禁止钓鱼捕捞，收拾干净地上的垃

圾马上离开！”两人对钓鱼的人进行教育，刘

志涛还不忘补充一句，“你们喝的水就来自

松华坝水库，不要污染自己喝的水！”

松华坝水库每年可向昆明市提供 5000
万至 1 亿立方米的生活用水，约占全市生活

用水的 1/3。为了守好这汪清水，早在 2003
年，松华坝派出所便依水而建。

“我们的辖区就是水库，辖区面积随着

水库的容积增减而改变。”刘志涛介绍，目

前正是水库库容最大的时候，这时水库的

水域面积有 8.07 平方公里，沿着库岸从头

走到尾，有 50 多公里。派出所采取视频巡

查、步巡、车巡、艇巡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不

间断巡防，严防非法捕捞、污染水体等违法

犯罪行为。

松华坝水库派出所现有民警 3 人、辅警

3人。“辖区的治安情况不像城区派出所那么

复杂，我们 6 个人配备各类先进装备，有信

心做好巡护工作。”刘志涛说，“尽管辖区没

有群众，但我们守着全市群众的饮用水，这

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日夜巡护、严格执法，
非法捕捞的情况越来越少

松华坝水库库首处，水面较为开阔，越

往深处峡湾越多，河道越窄，给水面巡逻带

来不小困难。

“从洄流湾到甸尾村这段，最窄处只有

10 多米，巡逻艇长 8 米，风大浪急时掉头都

困难。”有着近 10 年驾船经验的刘志涛，也

遇到过险情。

那是 2020年的一次夜间巡逻，刘志涛独

自驾船在库区巡逻。当晚恰逢阴天，乌云遮

住了月光，库区一片漆黑。刘志涛降低船速，

小心翼翼地前进。行至洄流湾附近，船底突

发一声闷响，刘志涛心里一咯噔：“坏了！”

松华坝水库建于群山之间，山脊平缓没

入水中，船只太靠边容易搁浅。夜间视线不

佳，刘志涛航向偏了，船直接开到了岸上。

走下船，刘志涛惊出一身冷汗——往左不到

1米，就是一块巨石，险些撞在石头上！

刘 志 涛 赶 忙 向 派 出 所 值 班 的 同 事 求

救，李晓强和另一名民警曹凤军赶来把搁

浅的船只拖了回去。“夜间行船危险高，有

时水面起了浓雾，能见度不超过两米。”刘

志涛说，“去年，派出所启用了夜视仪，夜间

巡逻安全性更高了。”

水库风景秀美，看似平静，但也暗藏着

一些风险。松华坝水库属于长江流域，随

着长江十年禁渔计划的实施，大规模捕鱼

的行为明显减少，但仍有少数不法分子趁

着夜色偷偷摸进库区非法捕捞。

除了加强水面巡逻，民警们也时常进

入库区蹲守。一次，刘志涛和曹凤军驾车

沿库岸例行巡逻，水面闪烁的微光引起二

人的警惕。两人将车停在路边徒步巡查，

在离岸边 200 米处发现了两辆摩托车。

“有人偷偷进来了！”刘志涛和曹凤军

埋伏在摩托车旁边的密林里。3 月的山里

春寒料峭，身着单衣的二人专注地盯着林

子，却不觉得冷。两人从晚上 9 点一直蹲守

到夜里 12 点，最终将 4 名来水库非法捕捞

的违法分子全部抓获。

近年来，民警们也经常走村串寨，加强

对库区周边村民普法宣传。松华坝水库 3
年内未发生电鱼警情，近 10 年未发生水源

污染事件，非法捕捞的情况也越来越少。

苦中作乐、坚守岗位，
在最平凡的工作中找到
价值

每天一趟趟地走，一次次地巡查，单调

枯燥。李晓强说：“能在这里待下去的人，

要耐得住寂寞。在最平凡的工作当中，找

到自己的价值。”

80 后的刘志涛业务能力强，对巡护水

库的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70 后的李晓

强来所里最久，最熟悉辖区情况；60 后的曹

凤 军 有 30 多 年 的 刑 侦 工 作 经 验 ，成 熟 老

到。3 人配合十分默契，遇事一起商量，每

个人都能独当一面。

工 作 之 外 ，派 出 所 更 像 一 个 大 家 庭 。

所里没有专门的食堂，3 名民警就轮流买菜

给大家做饭。曹凤军的手艺最好，已经成

为所里的“头号厨师”。刘志涛的爱人怀孕

期间，他在派出所值班难以顾家，就把妻子

接到附近住了 3 个月。曹凤军工作之余每

天做些适合孕妇吃的营养餐，让刘志涛夫

妇十分感动。

李晓强 2012年来到松华坝水库派出所，

是所里资历最深的民警，对水库的水文情况

一清二楚。哪里水位浅、哪里水位深，他心里

有张“航线图”。此外，他还是所里的维修师，

太阳能水管爆了，山上请修理工不方便，他袖

子一撸，爬上房顶自己修。“所里人少，每个人

都身兼‘数职’。”刘志涛说。

2003 年，刘志涛刚进入警队，工作半年

后，被抽调到便衣队。在便衣队，刘志涛抓

过穷凶极恶的毒贩，参与过对持枪罪犯的

抓捕。李晓强和曹凤军也都是在一线摸爬

滚打多年的老刑警。

从火热的一线来到水库值守，对 3 名民

警而言，变化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全力以赴

的工作态度。2016 年，刘志涛被组织调来

松华坝水库派出所时，他跟之前的同事说：

“全市几百万人的饮水安全交到了我手中，

压力大，责任也大。”“水库就是我们的阵

地，守好水库就是我们最大的责任。”曹凤

军补充道。

傍晚，站在松华坝水库主坝向南望去，

城市里华灯初上。刘志涛望向家的方向，

突然想起不久前妻子对儿子说的一句话：

“咱们喝的水，都是爸爸在守护着呢。”他的

嘴角不觉露出一丝微笑。随后，刘志涛转

身走向码头，发动巡逻艇，驶入夜色之中。

图①：松华坝水库。

王正鹏摄（影像中国）

图②：李晓强在巡逻艇上观察水域。

图③：3 名民警准备驾艇靠岸。

秦 源摄（人民视觉）

不间断巡防、全身心守护，云南昆明市松华坝水库派出所民警—

流变的辖区 不变的责任
本报记者 叶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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