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中小事都是居民生活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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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银

解决问题先礼后兵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街长

丰台区南苑街道三营门社区小巷管家

傍晚6点多， 陈四清的办公室依然
有人在谈工作； 他手边的电话， 也一
直响个不停。 没有一件私事， 全是街
巷整治提升工作。

作为一名街长， 手头的工作重大
又琐碎， 大到市容市貌、 百姓满意与
否， 小到犄角旮旯人们注意不到的地
方是否管理到位， 都不能落下。

陈四清是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的
一名街长 ， 他的责任范围 ， 是全长
1178米的天坛东路东侧这条街。 总里
程不长， 商铺林立。 整条街道需要整
治的地方分成三段， 分别是北段体育
馆路12号楼西侧一溜违建及开墙打洞，
64号楼一溜违建及开墙打洞， 最南端
隆和居的违建。 10分钟可以走完的一
条街上 ， 牵扯到辖区中央驻京单位 、
市属单位、 区属单位、 民营企业， 成
分复杂。

整治的时候相当难， 陈四清和同
事没日没夜的干。

“要分步骤， 第一步就是发公函，
给商铺承租人发公函， 每家每户告知
书， 整治通告。 解决告知问题， 先礼
后兵， 不然人家不服你。” 陈四清说，
也理解一些企业的难处， 不过工作还
要做： “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企业， 那
么多职工， 考虑实际问题。”

给足对方时间， 第二步就是上门
宣讲政策、 法规。

“有些单位并不怎么配合， 他们
认为临时建筑存在20多年， 不是违建
了， 认为是固有建筑了。”

这时候， 就要用法律说话。 《城
乡规划法》、 《土地法》、 《北京市城
乡规划条例 》。 从法律中查找相关条
例， 讲解这处为什么是临时建筑、 为
什么是违建。

“比如20年的建筑， 你得给他讲，
你只有临时审批手续， 只有两年年限，
到时间要自行拆除 ， 不拆除就是违
建。” 陈四清说。

违建的主人声称没有时间翻阅查
找资料， 陈四清就把复印好的材料递
到对方手上。 直到对方心服口服， 去
终止合同。

当然， 这不是陈四清一个人做得
完的事， 他发动机关干部、 社区工作
人员不间断做工作。 上午去， 下午还
去， 轮流上阵， 让对方心里这根弦一
直绷着。

工作中也经常遇到对方互相推诿
的情况。 谈拆除违建时， 商户推给房
屋甲方； 甲方推给产权人； 产权人又
推回给甲方。 几次三番， 陈四清他们
就轮流找、 反复找， 最后终于让承租

方主动找到陈四清。
承租方要请陈四清吃饭， 希望能

保留违建。
陈四清晓之以理：“配合工作，想保

留那不可能。 吃饭违反廉政规定，这种
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违法违规。 ”

最后， 违建还是拆除了。
第三步， 拆除临街违建。 找准一

个本， 即房屋土地所有权证， 有证才
能谈。 把底数摸清楚， 一点一点跟着
上， 多少毫米， 出来多少米， 进去多
少米， 全都一目了然。

陈四清说： “其实还是有点辛酸，
我们的社区工作者、 包括我们都受到
冷眼。”

有的违建单位说， “那么认真干
嘛， 我们企业养活那么多职工， 就靠
这点收入。”

“也可以理解企业的难处， 但是
工作还是得做。”

经过努力， 对方从不理解不配合，
到理解。 说起来一句话， 但其实是非
常艰难的过程。

晚上七点多， 陈四清依然在不停
地接打电话， 办公室不停有人进出。

“还要把明天的联合执法安排一
下。”

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以来， 陈四清
每周只有周末回一次家。 其他时间全
都在办公室或现场。

陈四清说， 作为基层干部， 要做
政治上的明白人， 工作上的带头人。

“每一个街巷长是一种责任， 如
果只是挂一个名就做不好， 你说是不
是？” 说着， 他走出办公室， 着急安排
第二天的工作去了。

“不管多小的事情， 对居民生活
而言， 在我眼里就是大事。” 丰台区南
苑街道三营门社区小巷管家张福银说。

张福银今年54岁， 2007年下岗后，
家里就失去了经济来源。 雪上加霜的
是， 他的老母亲已经83岁， 妻子为学
佛不管家里的事 ， 儿子是四级残疾 ，
家里陷入了困境。 在张福银困难的时
候， 政府伸出了援助之手， 将他纳入
低保户， 并积极帮他找工作。 “还得
感谢党和居委会的帮忙， 前几年招聘
小巷管家时， 让我实现了再就业。 这
份工作来之不易， 我是倍加珍惜， 一
定要做到最好。” 张福银说。

作为一名小巷管家， 张福银可谓
尽职尽责， 不管多小的事情， 他都是
看在眼里 ， 记在心里 ， 行动很迅速 。
张福银管理的小巷名字叫南苑新开路
二道街， 有200米长， 目前是拆迁区，
有40户人家， 已经有25户搬离， 还有
15户留守。

张福银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小巷里
巡查， 查看卫生状况、 观察来往的可
疑人物、 帮他人解决困难等。 一旦发
现问题， 他就立即上报居委会。

平时， 张福银配备了一把小铲子，
是专门用于清理小广告的。 “前几年，
贴小广告的特别多， 每天都要清理很
多。 一旦发现有贴小广告的， 我就和
他们讲道理 ， 他们听后也立即离开 ，
但我一走 ， 他们又回来贴小广告了 。
因此， 这小铲子是随身带的， 一旦发
现有小广告， 就主动清除了。 有时候，
居委会也会组织我们一起上街集中清
理小广告， 如今环境干净整洁多了。”
张福银说。

有一年冬天， 张福银外出巡查时，
发现一处垃圾有两天没有倒， 堆积了
很多， 臭味很大。 于是， 他赶紧向居
委会汇报， 居委会领导立即带人过来，
一起将垃圾清运干净了。 “这事情虽
然不大 ， 但让我们可以生活得更舒
适。” 张福银说。

今年夏天下雨时， 张福银在小巷
巡查时发现下水道堵塞了， 造成道路
积水 ， 行人和车辆来往不便 。 于是 ，
他也及时向居委会汇报， 联系了排水
集团前来进行专业疏通。 很快， 积水
没有了， 张福银心里也很高兴， 这下
大家走路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每周二， 张福银还会和同事一起
前往附近的一处乒乓球园子里打扫卫
生。 “乒乓球园子是人们健身的地方，
保持干净整洁， 也能展现首都美好的
形象。”

“虽然事情不大， 但是总得有人
管。 在巡查中， 一旦发现有困难， 就
要立即解决。” 张福银说。 在张福银的
眼里， 居民生活的小事都是大事。 他
不仅把自己管辖的小巷里弄得干净整
洁， 看见别的小巷有困难， 也会出手
帮忙。

有一次， 附近一处街道的下水道
堵塞， 因为管理这条小巷的人不知道

怎么办， 他根据自己的经验， 迅速帮
忙联系人疏通。 还有一次， 由于下大
雪， 附近一座汽车站堆积了大量的雪，
造成行走不便。 张福银发现后， 也立
即联系人铲除了积雪。

去年端午节有人特意送来粽子慰
问他 ， 这让张福银心中充满了温暖 。
因此，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张福银说
得最多的就是 “感谢政府、 感谢党”，
抱着感恩的心情， 他当小巷管家特别
卖力。

“我觉得现在比十年前要强多了，
居民一有事 ， 居委会就能立即到位 ，
解决难题。” 张福银说。

图右一为张福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