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哦， 就是那个老是满脸笑
容的小伙子， 善沟通， 会办事，
相当不错。” 这是密云区果园街
道的商户和群众们对这位 “城管
小伙” 最多的评价。 而他们口中
的 “小伙子” 便是密云区果园街
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汪洋， 一
位刚满45岁却已拥有近20年工龄
的 “老” 城管人。

20年扎根执法一线

2004年11月， 刚刚加入密云
城管执法队伍的汪洋饱含热情与
干劲， 他积极学习法律法规， 努
力提升业务能力， 在一次次执法
任务中总结经验， 积累沉淀。 现
如今， 汪洋带领队里28名队员 ，
负责果园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工
作。

“我们的工作主要由日常执
法、 专项执法和联合执法组成。
日常执法主要就是对街面环境的
巡查、 管控， 按照市、 区要求和
果园街道城市环境秩序特点有序
进行专项执法行动。 遇有重大会
议、 大型活动期间， 重点开展联
合执法工作 ， 做好执法服务保
障。” 汪洋介绍， 目前城管综合
执法主要由户外广告、 非法小广
告、 施工管理、 燃气安全、 占道
经营、 生活垃圾分类、 公共区域
环境秩序、 停车管理、 露天烧烤
9个专项组成， 执法内容涉及17
大项、 400多个小项。

工作20年间， 汪洋不仅将法
规熟记于心， 制作法律文书、 开
展街面治理、 处理紧急情况、 与
相对人沟通等 ， 他样样精通 。
“一个人业务能力再强， 战斗能
力也是有限的。” 汪洋注重团队
作战， 他一方面严于律己， 一方
面定期组织队员们开展培训和交
流。

“每周五下午， 我们都要进
行集中学习， 既开展业务培训、
党建培训， 也邀请老队员交流执

法经验， 手把手指导队员如何开
展执法工作。” 汪洋笑着鼓励队
员， “业务知识要活学活用， 执
法过程中可不能让老百姓问住。”

据悉， 果园街道综合行政执
法队平均年龄超过46岁， 年龄偏
大， 但即便如此， 这支队伍的战
斗力可不容小觑。 据统计， 近两
年， 他们共纠正各类违章行为10
万余起， 累计处罚859起， 暂扣
经营工具900余件， 取证小广告
320余条。 完成一般程序案卷264
起， 简易程序654起， 工作成果
深得辖区老百姓赞誉。

20年始终勇挑重担

“辖区共有18个社区， 52个
小区， 四万多常住人口， 十余万
流动人口。” 对于管辖情况， 汪

洋早已熟记于心。 他会根据辖区
特点， 研究制定治理方案。

汪洋告诉记者， 几年前， 辖
区一条小路饱受占道经营困扰，
原本的双向车道常常被堵得严严
实实， 不仅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更阻碍了周边居民群众的正常出
行。

“为了整治这条路的街面环
境， 我和队员们制定了周密的整
治计划， 一方面严格执法， 另一
方面积极开展文明劝说。” 汪洋
回忆， 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面向
街面上的商户和群众每天都在反
复宣传沟通， 甚至相处成了朋友
和兄弟。 “居民有问题， 我们便
第一时间出面协调 ； 商户有困
难， 我们就主动前来帮助。 时间
久了， 宣传普法深入人心， 我们
的工作也就开展得更加顺利了。”

汪洋说。
现如今， 那条街的路侧占道

经营情况早已不见了， 取而代之
的是被粉刷一新的墙壁和干净整
洁的路边休闲区， “双向车道保
持畅通， 即便是早晚高峰时段也
毫无压力。” 居民李大爷告诉记
者， “这都多亏了汪队长他们的
城管执法行动， 他早就成了这条
街上的 ‘名人’。”

“城市环境治理是个精细
活， 只有以点带面地开展工作，
未来才会越来越顺利。” 汪洋用
精湛的业务能力， 助力城市面貌
焕然一新。 前不久， 果园街道率
先上线了 “门前责任区智能化监
管工作平台”， 用科技赋能 “门
前三包”， 全面提高城市精细化
管理水平。

记者看到， 当在商铺责任区
内发现卫生差、 秩序乱、 设施坏
等问题时， 只需要手机扫描公示
牌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通过上传
照片的方式实现居民随时监督举
报。 商户不定期自查自治， 网格
员上报巡查情况， 汪洋所在综合
执法队会及时跟踪处理， 形成行
业、 责任主体部门主动参与治理
的多级联动管理模式， 实现人人
都能参与到 “门前三包” 的管理
中来。

此外 ， 在垃圾分类 、 “创
城 ” 工作等常规化重点工作当
中， 汪洋和他的队员们也毫不含
糊。 执法队员为督促居民群众落
实生活垃圾分类各项措施， 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执法检查， 两年处
罚268起； 为保证街面环境秩序，
执法队协助辖区各社区每周开展
联合执法5次 ， 近一个月以来 ，
清理乱堆乱放15处， 协助清理垃
圾50余吨。

20年工作热情如一

在同事眼中， 汪洋是敢于担
当、 能挑重担的 “能干事的人。”

在重大活动保障、 重大疑难案件
和难点工作中 ， 他总能肩挑重
任， 冲锋在前。 而在服务对象和
居民群众眼中， 他就是一个做事
认真， 好说话、 会办事， 满脸笑
容的 “城管小伙”。

“在实际执法中， 我们要坚
持做到严格 、 文明 ， 不死板 。”
汪洋告诉记者， 一切以解决实际
问题为目标。 他还积极主动帮助
相对人解决问题， 有一户人家住
在主要道路两侧， 门口堆满了废
旧木料， 严重影响了交通环境。
他几次与这家主人沟通， 经多次
劝导， 对方虽然同意把柴草移到
院内， 但是由于年纪偏大自己无
法完成搬移工作， 汪洋就积极耐
心地协调镇里组织人员帮助他们
解决。 像这样为民服务的事情数
不胜数。

“汪洋的工作热情实在是
足， 我们都很佩服 。 他是我们
学习的好榜样 。 ” 同事们这样
评 价 汪 洋 。 在 同 事 眼 里 ， 汪
洋就是个 “拼命三郎”， 同事们
常常打趣， “他对办公室里用于
值班休息的单人床， 比他家里的
床都亲。”

的确， 不管是节假日、 重大
活动执法服务保障， 身为队长的
汪洋总是以身作则， 坚守在岗位
上。 他连续多年除夕夜都在工作
岗 位 上 度 过 ， 无 数 个 休 息 日
都 能 看 到 他 在 大 街 小 巷 加 班
的 身 影……曾经有人问他 “在
最累的一线执法岗位上一干就
是 20年 ， 工作热情哪里来？” 他
说： “没别的， 就想踏踏实实干
好本职工作。”

现如今， 站在干净整洁的城
市道路两旁 ， 汪洋总是骄傲地
说， “城市管理安全有序， 是我
们与老百姓共建的成果。” 而面
对眼前老百姓安居乐业， 城市管
理井然有序 ， 他也不禁感概 ，
“这才是最朴实而又最亲切的幸
福生活啊！”

坚守一线20载，他守护着城市之美
———记密云区果园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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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提起昌平区兴寿镇， 首先让
人想到的就是该镇远近闻名的草
莓 。 如今 ， 垃圾分类 “兴寿模
式” 在全市同样声名远扬， 正成
为该镇又一张 “金名片”。

兴寿镇是农业大镇， 镇域内
大量的农林废弃物需要资源化处
理 。 为了变废为宝 ， 达到减量
化、 资源化、 无害化的目标， 兴
寿镇城乡建设服务中心主任高帅
杰积极探索出垃圾分类末端处理
新模式———农林废弃物和厨余垃
圾的协同资源化处理。

在兴寿镇垃圾分类资源化处
理中心， 记者看到， 大型机械正
在将集中收集的农林废弃物进行
粉碎。 这些粉碎后的农林废弃物
与集中收集的厨余垃圾进行搅

拌， 经露天有氧、 高温发酵制成
土壤改良剂， 最终将被应用于林
地。

“兴寿镇有16000亩平原造
林地， 农林废弃物总量巨大， 在
应季甚至超过镇域生活垃圾总

量， 给清运和处理造成了很大困
难， 也给兴寿镇整体环境造成影
响。” 高帅杰告诉记者。

如今， 经过农林废弃物和厨
余垃圾的协同资源化处理， 不光
大量农林废弃物得到有效解决，
兴寿镇厨余垃圾也能 “足不出
镇” 就得到有效处理。 从2022年
1月到目前为止， 共有2000余吨
厨余垃圾在兴寿镇镇域自行资源
化处理， 用于土壤改良和果树、
林地。

“经过这几年的实际探索，
我们通过这种垃圾处理方式， 提
升了镇域环卫作业队伍的工作效
率， 改善了镇域环境。” 高帅杰
说， 如今， “兴寿模式” 在全北
京出了名， 游客们再提到兴寿 ，

想到的不仅有草莓， 还有垃圾分
类。

作为最直观的见证者和受益
人， 村民们纷纷表示： “现在我
们村环境比以前好多了， 你看看
现在多干净， 大伙的心情也跟着
变好了。”

从前端处理再到农林废弃
物 和 厨 余 垃 圾 的 协 同 资 源 化
后 端 处 理 ， 高 帅 杰 探 索 出 了
兴 寿 镇 独 有 的 垃 圾 分 类 全 链
条 处 理 模 式 ， 兴 寿 镇 村 民 们
也从 “会分类 ” 转变到 “会利
用”。 据了解， 兴寿镇已把下苑
村和东新城村作为试点， 继续探
索厨余垃圾不出村的处理模式，
垃圾处理后将变成土壤改良剂，
用于村民林地。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星宇

探索垃圾分类末端处理新模式
昌平区兴寿镇城乡建设服务中心主任高帅杰：

汪洋 （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