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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宋 浩

从今年4月开始，山西省
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单位
创建工作，强化提升基层社会
治理能力。在动员部署工作
会上，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强
调，要把“三零”单位创建同平
安山西建设结合起来，从影响
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抓起，
从制约平安建设的瓶颈问题
改起，实现零距离为民排忧解
难，不断推动全省平安建设迈
上新台阶。

今年是太原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决胜之年。“考核一个城
市是否为文明城市的标准有很
多，但‘平安’二字意义非凡。
一座文明城，必定是一座安全
城。”山西省委精神文明办原主
任韩树勋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任务当前，太原公安干警

闻令而动，迅速成立了“三零”
单位创建领导小组，由太原市
副市长、公安局长马润生担任
组长。如何才能让太原成为一
座“平安之城”？马润生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把‘三零’单位创
建工作与市域治理、城市文明
建设等全市中心工作相结合，
与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工作相结
合，与‘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
建活动、‘四铁’所队（民警）典
型选树活动相结合，与夯实基
层基础工作相结合。”

很快，一场争创“三零”单
位的竞赛在太原市公安局内
部悄然展开。小店分局强化
智能安防小区和智慧警务工
作站建设；迎泽分局创新“警
调衔接”工作机制；杏花岭分
局在数据整合上深下功夫；尖
草坪分局建立了统一综合协
调机制；万柏林分局探索推行
全市首家“警务服务+综治功
能”于一体的合署工作模式；

晋源分局多维宣传提高群众
防范意识……

市区做得好，县（市）也不
甘落后。在太原市所有区县
中，娄烦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脱贫任务重、重点项目多。“三
零”单位创建工作以来，娄烦
县公安局紧紧围绕中心工作，
确保全县最大的国有企业尖山
铁矿生活区、作业区零案件、零
事故、零上访；古交市公安局与
山西（太原）华润煤业有限公司
通力协作，紧紧围绕建设富裕
古交、绿色古交、宜居古交、平
安古交的目标，着力化解群众
身边的不稳定不安全因素。

“以前老百姓怕见警察，现
在我们喜欢警察，遇到什么麻
烦事了，我们都愿意跟辖区片
警说，他们也总能给我们想出
办法。”家住迎泽公园附近的市
民王大爷告诉记者，太原现在
越建越漂亮，市民素质也越来
越高，但最让人满意的，还是城

市安全。
“市局‘六个结合’的工作

思路，对我们基层工作提出了
明确要求，其核心体现在‘服
务’两个字上。”在太原市公安
局尖草坪分局政治部主任张
晋才看来，“三零”单位创建就
是要让政府单位树立服务意
识。“老百姓不满意才会上访，
工作不细致就会出事故，工作
水平提升不上去就会有案
件。如果都做好了，老百姓安
居乐业，自然就做到了‘三
零’。”张晋才说。

太原市阳曲县黄寨派出
所辖区的新阳东街社区下辖
半封闭小区3个、开放式小区
3个，人员结构较复杂。“通过
发挥群防群治力量，这6个小
区基本实现了自管自治。”新
阳东街社区民警高佳介绍，居
民小区或由业委会管理，或由

“自管会”管理，并发动社区网
格员和街、路、巷长及单元楼

长主动找隐患、找矛盾，然后
通过居民议事、警民共议等多
种民主方式调处，努力实现

“进门解难题，出门都满意”的
目标。

在太原市公安局“三零”单
位创建战线上，还活跃着一支
保安队伍，他们值守在社区、公
交站、火车站、政府单位等各个
关口，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安
宁。“保安，顾名思义就是保一
方平安，我们这支队伍基本上
以退役军人为骨干，目标就是
要成为这座城市的平安守护
者。”山西猛虎保安集团党委书
记任玉和表示。

“三零”单位创建，重在基
层，重在责任。太原市迎泽分
局庙前派出所地处政务核心
区，工作任务异常艰巨，为了强
化责任，他们对824个驻地单
位全面动员，并逐一签订了创
建责任书，以“红黄绿”三个等
级分色标注，并按月动态调度，
力争3个月内黄色单位升格绿
色标准，红色单位达到黄色标
准。“社区、企事业单位是‘三
零’单位创建的责任主体，压实
责任担当，有助于从源头上绷
紧安全弦。”庙前派出所所长姜
玉保告诉记者。

“公安机关是‘三零’单位
创建的重要工作力量，要着眼
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突出问题联治、小区平安联建、
社会治安联防，综合运用大数
据、信息化等手段，筑牢社会大
局安定有序的坚固防线。”山西
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罗清
宇在太原市杏花岭区巨轮派出
所视察时说。

警民联手之下，太原逐渐
织成一张“安全防护网”，让每
一份值得期待的平安祥和，陆
续走进广大市民的心中。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多地
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频
发。在“5·22”广州特大暴雨
中，全市共出现 443 处积水，
多地水淹导致广州地铁13号
线停运，给市民出行带来极大
不便，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命
财产安全。

此外，湖南、江西等省份也
陆续出现城市内涝灾害。根据
水利部的数据，2010年至2016
年，我国平均每年有超过180
座城市进水受淹或发生内涝。
有网友发出疑问：“年年雨季年
年涝，每逢下雨便忧心忡忡，内
涝、水浸问题给生活带来了极
大困扰，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这一老大难问题？”

为什么有些城市每年都会

出现内涝？对此，辽宁大学环
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主任
刘佳奇分析认为，造成城市内
涝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
先是自然因素。随着全球气候
变化，暴雨等极端天气频发，以
及一些城市的部分区域受到地
形、地势影响。这些因素在客
观上都会增加城市内涝出现的
几率。其次，造成城市内涝更
重要还是人为因素，也就是城
市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与城市现
有的排涝能力之间不匹配。

“具体而言，既有城市建设过
程中忽视内涝隐患的问题，也
有填湖造地、阻塞行洪通道等
破坏原有排涝能力的问题，还
有排涝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和
防涝排涝管理不力的问题等
等。”他说。

说到城市内涝带来的严

重后果，许多人都会想起2012
年发生在北京的“7·21”特大
暴雨。在那场十年难遇的强
暴雨中，北京城内多个低洼路
段积水，内涝严重，灾害影响
到人们的生活和出行，造成经
济损失上百亿元。

2013年4月，国务院办公
厅对外发布《关于做好城市排
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
提到“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
成较为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工
程体系”。然而，几年来城市内
涝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建立
城市内涝系统性防范，打造海
绵城市体系已迫在眉睫。

对此，刘佳奇建议，一是
要从源头入手，在市政建设的
规划、设计、施工过程中，必须
充分考量和解决有关区域、地
段、场所的防涝和排涝问题；

二是对于可能发生内涝的重
点区域、地段、场所，应当加强
应对内涝的事前准备，制定防
涝排涝预案、储备必要物资和
设备、进行应对内涝的相关演
练等；三是加强对暴雨等极端
天气的及时预测、预报、预警，
及时启动采取相应的防涝、
排涝措施，及时引导城市居
民安全、有序地安排出行等
日常活动。

“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项
重要内容就是完善地下排水设
施，其中，‘海绵城市’是近年来
我国大力推进的一种新的城市
发展方式，有利于修复城市水
生态、涵养水资源，增强城市防
涝能力。”刘佳奇说，在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准
确把握几点要素。“首先，‘海绵
城市’建设的目的是最大限度

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要避免借‘海绵城
市’之名搞‘大拆大建’。”

此外，刘佳奇认为，“海绵
城市”建设必须尊重自然规律、
生态规律，统筹发挥自然生态
功能和人工干预功能。特别是
要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
排水，而不是对传统的排水系
统“推倒重来”。

“‘海绵城市’建设还必须
因地、因时制宜，考虑本地区的
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避免简
单照抄照搬别国别地的‘模式’

‘方案’‘样本’等。”刘佳奇强
调，最重要的是对“海绵城市”
的建设思路不应仅仅是项目和
设施的建设，还应该不断对其
标准和规范进行完善，并将国
家相关规划和制度准确有效地
落实到位。

江苏连云港：

加快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7月 1日，市民在刚刚升级改造

后的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江山菜

市场选购蔬菜水果。

今年以来，海州区努力克服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着力打造服务便

捷、功能完善、放心可靠的家门口“菜

篮子”工程，对江山、南门、新坝等10

家农贸市场进行升级改造，补齐农贸

市场服务短板，保障农贸市场便利和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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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太原市公安：

推动推动““三零三零””创建创建 筑牢平安防线筑牢平安防线

城市内涝频发 解药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