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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京试点 “街乡吹哨、 部
门报到” 以来， 北京市委明确提
出， “吹哨报到” 要把是否解决
了问题、 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作
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

采访中， 群众反映： 现在 ，
党员干部走街串巷、 进门入户的
脚步多了， 机关化倾向少了； 百
姓的笑脸多了， 牢骚话少了； 家
门口小事办得越来越多了， 遗留
问题越来越少了。

多年顽疾“哨响”解决
“8年的违建， 终于拆掉了。”

回忆起拆除时的情景， 北京市丰
台区马连道欣园东路的居民范大
妈连说三个“没想到”。 范大妈指
着路北侧的空地说， 这原来是一
座二层“公寓楼”，大家都知道是
违法建设，但一直就是没人管。

这处 “公寓楼 ” 2012年建
成 ， 里面被分割成108个房间 ，
长期租住近300人， 安全隐患突
出。 当地居民举报过多次， 违建
始终 “屹立”。

一直拆不动， 是因为它刚好
“骑” 在丰台区和西城区的交界
线上。 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工委副
书记蒋天策指着当年的照片告诉
记者， 拆除要协调两个区的多个
部门， 难度不小。

“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 ” 的
工作机制启动后， 今年5月， 丰
台区太平桥街道吹响了 “跨区联

合哨”。 西城区广外街道来 “报
到” 了， 两区相关的执法部门也
来 “报到” 了， 困扰当地居民多
年的顽疾被合力解决。

目前，“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机制已经在北京169个街乡进行
了试点，下一步将全面推开。

“吹哨” 解决新问题新矛盾
在运用 “街乡吹哨、 部门报

到” 机制时， 不少街乡根据区域
特点和群众实际需求， 因地制宜
解决问题。

回龙观、 天通苑地区属于城
乡接合部 ， 由于初期规划不完
善， 近年来出现了群租严重、 环
境脏乱、 乱停车等问题。 当地政
府通过 “吹哨”， 让住建、 公安、
综治等部门 “报到”， 形成每日
巡查、 每周会商的机制。

地处首都核心区 “红墙” 边
上的西长安街街道， 每到早晚高
峰， 交通拥堵问题突出。 西城区
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主任桑硼飞
介绍 ， 他们通过路面的智能相
机，对路口进行人、车、路的实时
图像分析，以大数据指导精准“吹
哨 ”，请交通 、交管等部门来 “报
到”，实现对红绿灯的实时控制。

“吹哨报到” 还成为基层解
决新问题的好办法。 达智桥胡同
位于西城区广内街道， 通过街巷
长吹哨， 环境变好了。 但新问题
又来了， 今年夏天每逢雨天，井
口总会堵塞积水。 街巷长高波得
知后，迅速在“广内街道应急处置
群”微信群内“吹哨”，相关的区城
管委、市政、排水部门立刻赶到现
场，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今年， 西城区万明园社区消

灭了一处新生违建， 从巡视发现
到告知、拆除，一共只用了6小时；
阜外东社区 “五一” 期间及时制
止了一起开墙打洞反弹行为。

在达智桥住了一辈子的韩宝
森大爷感叹： “以前碰见事儿，
找谁都没人管， 现在一 ‘吹哨’，
问题很快搞定。”

“吹哨”激活社区“神经末梢”
在北京多个街道、 乡镇采访

的时候， 基层工作人员经常向记
者提到一个名词———“吹哨率”。

他们表示， “吹哨率” 不可
太低， 也不可太高。 如果低了，
说明这个机制没起作用； 如果高
了 ， 说明日常机制出了问题 ，
“报到” 部门可能出现疲于奔命、
应付的情况。 “吹哨” 应该主要
用于重点、 难点问题。

北京市委明确提出， “吹哨
报到” 要把是否解决了问题、 增
强了群众的获得感作为衡量工作
成效的标准。 各区要强化主体责
任， 真正把 “吹哨报到” 抓在手
上， 力戒形式主义， 不断提升改
革实效。

不仅如此， 北京还在努力把
“最后一公里” 向下延伸。 北京
市委书记蔡奇强调， 要推进 “吹
哨报到” 向社区延伸。 群众身边
的事基本在社区 ， 城市治理的
“最后一公里” 就在社区。 要以
健全完善机制为突破口， 激活社
区这个 “神经末梢”。

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在全部22
个社区挂牌成立了综合治理工作
站，将改革触角向社区延伸；丰台
区方庄地区正尝试把这一机制落
实到社区和地区办事处一级 ,探
索“吹哨报到”机制的二级体系。

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彤
军表示 ， 群众的诉求就是 “哨
声”， 只要围着问题转、 围着群
众转， 就一定能把群众家门口的
事办好。

拼版照片左图为北京市西城
区广内街道达智桥胡同， “吹哨
报到” 机制实施前， 整条胡同脏
乱多年 （2015年5月28日摄）； 右
图为达智桥胡同在实施 “吹哨报
到” 机制后， 整条胡同整治改造
一新 （2018年摄）。

据新华社

从“没人管”到“有人干”
———北京创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启示录（下）

半个月前， 河北唐山曹妃甸
区的居民杨本兰驾车行驶在高速
路上， 突然感觉头胀、 胸疼， 到
曹妃甸区医院确诊为突发心梗。
住院第二天， 他就被推上了手术
台， 北京安贞医院的王苏医生主
刀， 为他做了支架手术。

目前， 京津冀三地正在持续
推进医疗协作， 努力给人民群众
带来更多获得感。 杨本兰就是京
津冀医疗协作的直接受益者， 如
果在以前， 他只能到百公里以外
的唐山市做手术， 甚至转诊到两
百多公里以外的北京。 但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后， 北京安贞
医院的专家每周都会到曹妃甸区
医院做手术。

“真没想到， 在家门口的医
院， 也能有北京的大专家。” 杨
本兰说。 术后一切正常， 杨本兰
很快就要出院了。

曹妃甸区医院心血管内科主
任 孙 春 霞 说 ， 以 前 在 曹 妃 甸
没 法 做支架手术 ， 患者只能被
送到唐山市的医院， 甚至被送往
北京的医院。 除了交通、 住宿、
医疗上的额外支出， 病情还有可
能被耽搁。

从2016年7月28日开始 ， 作
为两地医疗合作的一部分， 北京
安贞医院的王苏医生每周五都会
来曹妃甸区医院做手术。 每周五
早晨8点， 王苏医生会准时出现
在心血管内科的手术室。

北京与曹妃甸的医疗合作，
是京津冀医疗协作一个缩影。 截
至目前， 北京和曹妃甸的医疗合
作项目累计开设专家门诊375次，
开展心血管介入、 妇科肿瘤等高
难度示范手术958例， 组织特色
专科骨干医师进京培训68人次，

开展大型义诊、 坐诊、 咨询、 查
房9520多人次。 曹妃甸区医院、
曹妃甸区工人医院、 唐海中医院
3家医院已经纳入北京市医保定
点医院名录。

未来， 曹妃甸将继续深化与
北京安贞医院的合作， 打造区域
胸痛中心， 还将建立与京津实时
互动的远程会诊网。 年内完成与
开滦总医院、 北京安贞医院、 北
京妇产医院、 天津肿瘤医院等京
津冀各大医院的远程对接， 年专
家会诊疑难病例、 影像诊断将达
到1000例以上。

北京市发改委协同综合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 京津冀三
地的重点医疗项目合作持续推
进， 北京市已有17家医院与河北
20家医院建立合作关系， 启动和
实施了北京-曹妃甸、 北京-燕
达 、 北京-张家口 、 北京—承
德、 北京-保定等多个重点医疗
卫生合作项目。 通过五个重点医
疗合作项目的开展， 将不断提高
北京燕郊以及北京西北、 北京东
北、 北京西南方向四个重要节点
城市和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 满
足当地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

在医疗卫生政策协同方面，
京津冀三地也在加快实现 。 目
前， 京津冀已经研究形成三地检
验 、 影像等互认项目和质控标
准， 有范围、 分步骤地推进互认
工作， 检验结果和影像互认分别
达到33项和20项， 互认机构持续
扩大， 分别达到296和155家。 京
津冀三地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
（不含军队所属医院） 已同步执
行六大类医用耗材联合采购， 采
购费用进一步降低。

据新华社

“家门口的医院，也能有北京的大专家”
———京津冀医疗协作提升群众获得感

12月9日， 松溪县郑墩镇万前村农民在收割 “百年蔗”。 近日， 福建省松溪县郑墩镇万前村 “百年蔗”
喜获丰收， 当地农民正抓紧砍蔗制糖。 近年来， 万前村依托 “百年蔗” 独特优势， 大力发展蔗糖生产， 带
动农民脱贫致富。 万前村 “百年蔗” 始种于清朝雍正年间。 2012年以来， 当地蔗农采用根系繁育法， 培育
扩种这一古老甘蔗品种， 种植面积由仅存的0.7亩扩大到300多亩。 新华社发

“百年蔗”喜丰收

马振华， 曾化名李之如、 李
泽民 ， 1905年出生于河北盐山
县。 1922年， 他在本村创办贫民
小学、 民众夜校， 深受贫苦农民
拥护 。 1932年10月 ， 加 入 中 国
共产党 。 1938年夏 ， 基于马振
华在津南地区群众中的威望 ，
上级党组织调他到地方工作 。
马 振 华 先 后 担 任 中 共 盐 山 县
委 书 记 、 冀 鲁 边 区 战 委 会 主
任 、 民 运 部 长 、 组 织 部 长 、
津 南 地 委书记等职 。 1940年 9

月， 马振华召集各县区主要干部
开会。 由于叛徒告密， 次日拂晓
被日伪军包围。 生死关头， 马振
华开枪射击， 将敌人火力引向自
身， 掩护其他同志转移， 壮烈牺
牲， 时年35岁。

据新华社

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马振华：冀鲁边区的抗日元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