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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边磊 孙艳 白莹 文/摄

杂乱不堪的棚户区、 暗藏隐患的群租房等一度成为北京
城市管理的 “痛点”。 今年年初， 北京市政府决定， 2017年至
2020年期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
并发布2017年工作计划。 随之， 北京各区、 各部门联合行动、
多管齐下， 展开了大规模的疏解整治行动。 在此过程中， 共
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成为专项行动平稳有效推进的有
力保障。 不论是在拆除违建时， 还是在整治低端产业清理
时， 都能够见到共产党员忙碌的身影。 他们把老百姓的表情
包作为工作的晴雨表， 用心、 用行、 用情推进着 “疏解整治
促提升” 专项行动的完成。

“疏解整治”彰显党员先锋作用
依法依规 用心用情

依法行政
一年拆违9万余平方米

根据市发改委提供的数字，
截至7月30日， 全市共拆除违法
建设3479万平方米， 完成全年计
划的87%， 拆除量是去年同期的
2.8倍 。 其中 ， 城六区拆除1197
万平方米 ， 完成全年计划的84.
5% ； 核心区拆除 38万平方米 ，
完成全年计划的158.3%。

拆除违建， 是进行环境整治
都无法绕开的难题。 怎么才能解
决这一难题？ 对此， 海淀区城市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马连洼
执法监察队通过依法行政等多措
并举的方式， 走出了一条成功之
路： 在没花一分钱拆违补偿费、
没有发生一次群体冲突、 没有自
伤和伤人事件的前提下， 截至目
前， 顺利拆除违章建筑9万余平
方米， 为环境大整治的顺利推进
争取了时间、 节省了投入。

“拆违要触动某些人的利
益， 所以这项工作绝对不好做。”
海淀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
察局马连洼执法监察队担任拆
违、 法制队长苏晋达介绍， 能够
获得如此成绩， 绕不开马连洼执
法监察队的工作法： 依法拆违。

在圆明园花园别墅二期西墙
外， 有一处存在了14年的违建院
落今年1月终于拆除。 苏晋达介
绍， 该院落由于开发商跑路造成
讨薪者聚集而成 ， 面积达13000
平方米， 是众多游商聚集地， 里
面藏污纳垢， 存在众多的黑仓库
和无照经营窝点 ， 安全事故频
发。 该地区涉及租户上千人， 违
建几百处， 可谓拆违压力巨大，
并且此处租户多为外地务工人
员， 缺乏管理。

拆违入户做工作时， 被挡在
门外是家常便饭的事儿。 为做好
工作， 遇到不开门， 苏晋达就在
门 口 解 释 政 策 ， 如 果 当 事 人
语 出 伤人 ， 他就会坚决地说 ：
“您别激动， 听我跟您说， 您有
您的诉求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违

建必须得拆。 这也是为了您的人
身安全。”

通过开展执法宣传活动， 苏
晋达为广大租户耐心讲解法律法
规和政府政策， 并为违建当事人
主动争取应得权益， 将他们的经
济损失降到最低， 赢得了当事人
的尊重。

在苏晋达看来， 拆违首先是
依法。 “违章建筑违法， 理亏。
如果违章建设不打击， 就是对守
规矩的人的不公正。” 如何治理，
最大的武器就是依法办事。

“拆违是对的， 道理所有的
人都知道。 通过 ‘两学一做’ 学
习教育， 党员干部进一步焕发了
精神， 增强了担当意识。 再说，
理亏的事怕见阳光， 拆违就站在
了依法管理的高地， 站在了社会
舆论和道德的高地， 再加上干部
敢担当 ， 拆违自然就成功了 。”
苏晋达说。

支部 “排头兵”
腾退整治全程参与

据了解， 首都综治办牵头，
1至7月， 全市共有82个市级挂账
重点地区完成整治任务。 在整治
过程中， 共拆除出租大院716个，
关闭取缔违法违规企业524家。

“2017年， 孙河乡将全力推
进湿地公园建设 ， 疏功能清低
端， 通过沙黄路区域整治带动全
乡百万平米以上低端产业清理，
实现连片疏解。” 这是今年朝阳
区政府重点工作推进会上的一段
话。 为了这个目标， 今年开春以
来， 孙河乡全速推进低端产业清
理， 首场战役放在了低端产业密
集区———沙黄路。

上辛堡、 沙子营、 黄港村等
均 在 整 治 范 围 内 ， 整 治 工 作
刚一启动， 就率先完成20万平方
米的低端清理任务， 其中黄港村
完成19个大院低端清理， 收回土
地500亩 ， 地上物达到14.6万平
方米。

提到腾退整治， 黄港村的王
世武应该是冲在第一线的 “排头

兵”。 在黄港村的党支部， 支部
委员王世武有一个特别的 “绰
号” ———“王队长”， 他是黄港村
的农业队长 ， 主管村内环境工
作， 村里20人的 “保洁小分队”
管他叫队长， 村里的巡逻队他也
是队长。

今年， 在孙河乡出现频率最
多的词应该就是 “功能疏解 ”、
“集体土地回收” 了， 王队长成
了村里的 “最忙队长”。 在黄港
村 “两委” 班子的带领下， “王
队长 ” 肩负起 “宣传员 、 讲解
员” 任务。

疏解整治任务重， 黄港村的
重头工作就是 “非宅腾退”。 这
个地处朝阳区最北边的小村庄聚
集了二十几个工业大院， 全部都
是 “散乱污” 低端产业。

作为非宅腾退清理工作的主
力， 从测量、 约谈到拆除， 王世
武全程参与、 出谋划策， 协助村
主 任 完 成 相 关 工 作 。 他 找 村
民谈心、 聊拆除方案， 勤跑腿、
亲 上 阵 的 工 作 作 风 村 民 看 在
了 眼 里 。 整个拆除过程 ， 无闹
事， 无强拆， 无上访， 无事故，
无后患。

经过共同努力， 该村在功能
疏解整治集体土地收回工作开展
期间， 率先完成沙黄路西侧 （黄
港村段） 集体土地回收， 解除合
同50余份， 收回集体土地近200
亩， 建筑物超过10万平方米。 目
前， 黄港村非宅已经基本完成腾
退， 剩余最后2家正在核对面积，
近期也将完成腾退。

今年的疏解整治任务已经收
尾， 这个 “最忙队长” 仍旧每天
穿着他的志愿者文化衫一会出现
在村东头， 一会跑到了村北头。
深知环境整治工作玩不得半点虚
假的王世武， 仅今年以来， 从大
年初二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大半年过去了， 他没好好歇过一
天， 甚至家中有亲人过世， 他也
没能及时赶回。

但王世武觉得， 看到黄港村
如今干净整洁、 村风文明的新面
貌， 一切都值得。

建“棚改之家”
打消百姓顾虑

说起疏解整治促提升， 不得
不提本市核心区内体量最大的棚
改项目———东城区望坛项目。

这个项目启动之初， 为了更
好地把群众工作做实做细， 望坛
棚户区改造项目临时党委成立了
“棚改之家 ”， 建立了法律服务
站、 便民服务站、 居民监督站、
政策咨询站、 人民调解站等五个
服务站点。

在 “五站” 中， 活跃着 “四
支队伍”， 即政策宣讲队、 法律
援助队、 志愿服务队、 人民调解
员队 。 他们义务为居民提供公
证、 监护人指定等服务； 针对搬
迁、 家庭矛盾等产生的心理问题
为居民提供心理辅导， 为有家庭
矛盾的居民进行调解， 由社区居
委会、 分指和居民家庭三方共同
协调解决问题。 截至目前， “四
支队伍 ” 共接待居民法律咨询
13030人次， 开展人民调解案件
534件。

6月20日， 一封从延庆监狱
发出的信， 辗转送到了望坛棚改
项 目 总 指 挥 部 总 指 挥 长 张 立
新 的 办 公 桌 上 ， 字 里 行 间 充
满了感激之情 。 写信人叫刘鑫
（化名）， 家住永外郭庄。 因犯罪
被判有期徒刑十一年， 余刑尚有
三年。

“我是一名身患病残的服刑
人员 ， 父母不久前双双过世 ，
与兄长的关系又紧张。 我对自己
今后出狱的生活 、 居住十分担
忧。” 从去年底得知望坛棚改的
消息后， 刘鑫既欣喜又忧虑。 欣
喜的是这次棚改终于可以解决自
己的生活居住环境问题； 忧虑的
是作为一名触犯国家法律的服刑
人员， 该去如何解决自己的住房
问题。

在监区警官的支持帮助下，
刘鑫怀着忐忑的心情给望坛棚改
总指挥部、 东城房屋征收中心、
永外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发出

了求助信件。 即使这样， 他心里
还是没抱太大希望。 “望坛地区
的居民家庭数量巨大 ， 人口众
多， 怎么会想起给一个犯了罪的
人去解决问题呢？ 即使想到你也
可能会拖到最后才顾及。” 但出
乎刘鑫预想的是， 在求助信发出
后不久， 望坛棚改总指挥部四位
工作人员风尘仆仆地驱车一百余
公里， 来到延庆监狱与他会谈有
关房屋征收问题。

“他们为我带来了 《征收补
偿方案》 等文件， 细致、 耐心地
讲解有关法律政策， 帮我解读相
关条款。 同时积极地调解我和兄
长之间的误会和矛盾， 叮嘱我一
定安心改造， 放心踏实地等待住
房的解决。 政府不会让任何一名
合法居民没有住房的。” 棚改工
作人员的到来仿佛使刘鑫在荒漠
饥渴中看见了一股清泉。

望坛棚改预签约开始后， 刘
伟和张坚又汇同房管部门、 公证
处的人员一同来到延庆监狱为周
仁河办理了相关变更手续、 委托
手续， 使刘鑫的住房征收问题得
到了彻底的解决。

“望坛棚改的工作人员没有
因为我正在犯罪服刑 ， 就区别
对 待 ， 冷 漠 视 之 ， 而 是 以
‘阳光征收 ’ 的原则一视同仁，
不因有难度就搁置。” 刘鑫感动
地说， “望坛棚改项目是阳光征
收的典范工程， 是造福于民、 惠
泽百姓的民心工程 。 它拆的是
房， 暖的是心， 建的是楼， 筑的
是百姓拥护党和政府一心为民的
光辉形象。” 在信中， 刘鑫强烈
请求望坛棚改总指领导对刘伟 、
张坚的工作予以表彰。 “他们就
是 ‘望坛棚改阳光征收’ 的代表
和缩影 。 我将把你们的关心帮
助， 化为改造的动力， 以感恩的
心态面对一切， 争取更大的改造
成绩。”

为了能让约5700户居民早日
住上新居， 望坛棚改项目总指挥
部的18个分指挥部、 149个工作
小组、 近千名工作人员从年初开
始就已经全部停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