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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整洁的街巷新貌干净整洁的街巷新貌

莲石湖畔绿色骑游莲石湖畔绿色骑游

休闲绿色的活力西五环休闲绿色的活力西五环

美景绘就生态花园美景绘就生态花园

环境优美的宜居家园环境优美的宜居家园

北京石北京石景景山山
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城市城市城市城市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展现宜居新貌展现宜居新貌展现宜居新貌展现宜居新貌

石景山区作为北京市的城六区之一，自然环境优美，全区绿化覆盖率超过 50%，是名副其实的“一半山水一半
城”。坐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石景山区坚持高端绿色发展战略，锁定国家级绿色转型发展示范区目标，深入推进
全面深度转型，在北京打造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要求下，石景山区瞄准一流，以改革创新为重要法宝，努力
推进城市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北京市唯一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区，石景山聚焦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这一重大任务，大胆实施城市管
理体制改革，强化顶层设计，突出重点领域，推进重心下移和专业职能下沉，构建行政综合、法治综合、上下综合、
社会综合的城市综合管理体系，街面秩序、环境卫生、群众满意度得到明显提升，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中央政治局委
员、北京市市委书记郭金龙在2014年9月到石景山调研时，要求石景山区“积极探索实践、不断破解难题，努力为首
都城市治理创造新的经验，为全市作出示范”。

2015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不断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总结推广石景山试点
经验”，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在 2 月 28 日到石景山调研时，表示“试点工作态度坚决、工作扎实，协同共
治、发动基层，为全市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了新路、树立了导向”。

党建统领 综合管理
改革直奔体制难题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和人口增长，路边游商、违法建设、非法小
广告等城市痼疾顽症，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和百姓生活。但原有行政
管理格局部门分割、条块分割，执法部门各管一摊，难以形成合
力，法律法规之间经常出现空隙地带，削弱了执法力量和效果，造
成“八个大檐帽管不住一个破草帽”。为此，石景山于 2014年 4月
启动城市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致力于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坚持统筹
协调、属地主责，以街道统筹为出发点，以综合执法为保障，建立
健全社会治理综合执法运行机制，开展社会治理突出问题综合整
治，实现重点地区社会治理常态化、难点地区社会治理有新突破。

行政综合加大工作统筹力度。针对城市管理工作中部门职责交
叉、相互推诿扯皮等弊端，石景山将原来的区市政市容委职能扩充
为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城市管理领域各项工作，
明确赋予其对区环保局、区园林绿化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城管监
督指挥中心、区环卫中心等5个部门实行归口管理职能，使城市管
理的相关事务实现一口组织、统一协调、集中指挥，有效防止部门
间相互掣肘、推诿扯皮问题，大大提高城市管理的行政效率。

法治综合有效整合执法力量。针对执法中存在的条块分割等问
题，石景山实施法律法规、执法力量和执法手段的有效整合，成立
区政府社会治理综合执法委员会，由区长担任主任，搭建高位指
挥、高位组织、高位协调的综合执法平台，统一组织全区性重大执
法行动，协调解决执法的重大问题，并全面梳理区级行政执法处罚
清单，明确380项行政处罚事项。针对街道办事处在城市管理工作
中力量薄弱、有责无权、“看得见管不了”等实际问题，在街道层
面成立社会治理综合执法指挥中心，城管执法局执法分队下放街
道，公安、食药、安监、环保、工商、交通、消防等7个单位抽调
骨干人员常驻街道开展“综合执法”，另有9个部门与街道建立联络
员制度。街道综合执法指挥中心实行“统一办公、统一管理、统一
执法、统一装备、统一考核”，落实属地管理“全权、全时、全
管、全责”要求，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的目标。

上下综合构建监督指挥体系。为整合城市管理信息资源，建立
区、街道、部门上下贯通的监督指挥体系，石景山将区行政执法协
调小组办公室、区查违办、区城管执法局指挥中心职能整合到区城
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实施城市管理、综合治理、社区服务“三网
合一”，构建区级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指挥调度、监督考核平台，以
现代科技支撑管理的具体实施，从问题的发现、处置、执法、督办
实现无缝对接。

社会综合吸纳群众广泛参与。提升城市治理能力需坚持共享共
治，石景山进一步强化街道社会工委和地区管委会的作用,广泛动员
和吸纳社会力量，协调驻地单位参与城市管理，履行各自的责任义
务。同时，充分发挥居民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依托社区社情
恳谈会、居民议事会、文明劝导队等多种载体和路径，吸纳热心群
众参与城市自治。

党建统领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在推进城市综合管理体制改革
中，石景山把发挥党建统领作用摆在首要位置，成立区委城市综合
管理工作委员会，与区城管委合署办公，组建以主管副区长为工委
书记的领导班子，将原有的市政市容委、城管执法局、环保局、园
林局等城市管理系统的党建工作纳入，负责统领城市管理系统的思
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重大决策，其
中明确赋予区委城管工委拥有干部任免的建议权、干部业绩的考核
权等，为构建城市综合管理体系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加强对城管
系统各单位和干部群众的督查考核，将落实城市综合管理体系建设
和城市管理工作纳入区年度考核。

小试牛刀 五大提升
成效源于群众满意

石景山把城市治理成效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改革试点
工作的根本标准，在推进改革过程中，着力推进依法治区新常态，
先后组织开展了全区城市环境整治“亮剑行动”、公共安全治理

“亮剑行动”，高扬法治之剑，斩除城市顽疾，群众对身边的变化交
口称赞，取得良好成效。

城市管理考评指标显著提升。从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的考核结果
来看，石景山区环境秩序、环境卫生等均明显改善，私搭乱建、摆
摊设点、店外经营等违法行为明显减少，区域城市管理水平进一步
提升。最新的数据显示，背街小巷卫生质量提升明显，2014年达标
分数 98.5分，排名由第 5名上升到第 3名；非法小广告治理排名由
第 6名上升至北京市第 1名，园林绿地卫生同比提升 1.36分，环境
卫生干净指数上升 5.9分至 10分，垃圾分类由北京市前 5名上升至
北京市城六区第1名。

城市管理执法效能连攻难题。2014 年 11 月以来，各街道针对
辖区实际，集中开展“十大行动、二十三项综合治理”，解决一大
批重点难点问题，工作成效突出，整治亮点纷呈。京西模式口作为
曾经的驼铃古道，曾一时成为京西最大的流动市场，如今综合整治
后街面秩序焕然一新，原有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劣等城市顽疾迎刃
而解。在拆除连片违法建设时，石景山执法队员敢于担当，敢于碰
硬，保障了拆违工作的执行力和效果。

城市管理指挥调度、监督督办再次加速。为检验城市管理体制
改革的效果，石景山组织开展环境秩序、公共安全综合执法“亮剑
行动”。拆除违法建设67处1.4万平方米，关闭违法企业5家，城市环
境秩序明显得到改善，保障了区域公共安全。“亮剑行动”后，据石景山
区统计局入户调查统计：社会支持度97.8%，总体效果满意度99.1%，环境
卫生满意度91.1%，市场管理满意度82.8%，交通运营管理满意度80.1%。

群众参与城市管理自觉性显著提升。石景山区进一步统筹协调
企事业单位履行责任义务，发动青年组织、社会志愿者投入城市管
理工作中，营造“人民城市人民管”良好氛围，增强广大人民群众
关爱城市、保护环境、爱我家园的责任意识和自觉性。据统计，石
景山共组建协调志愿者队伍18支，参与城市管理工作达12000多人
次，群众参与度不断提升。

群众满意度和问题解决率再创新高。按照北京市、石景山区两
级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的统计数据，石景山区城市管理问题的群
众举报量明显下降，社会评价成绩明显提升，2014年问题评价成绩
第三季度环比提升 10.39分，社会评价成绩同比提升 2.34分。网格
化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率大幅上升，城管热线举报量环比下降
54.1%，问题结案率上升至100%，热线回访群众满意度达到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