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落实垃圾分类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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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本报记者 边磊

记者近日了解到 ， 今年以
来， 东城区崇外街道党群服务中
心有效利用地区闲置空间， 打造
“崇蜂” e家， 集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群体功能性党支部活动阵地、
小哥聚力港于一身， 快递小哥可
以在这里开展理论知识学习、行
业规范培训、职工政策咨询等。同
时链接“党心e家”街道党建品牌，
通过线上活动发布、 积分兑换奖
品的形式， 助力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群体就餐难等实际问题的解
决， 激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
辖区共治动能。截至目前，“党心e
家” 小程序拥有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实名注册用户约1000人。

据崇外街道相关负责人介
绍， “崇蜂” 是指众多活跃在崇
外街道的快递小哥 “小蜜蜂 ”
们 ， 又与 “冲锋 ” 同音 ， “新
尚” 则寓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
体党建引领 “新风尚 ”。 为此 ，
崇外街道采取了多种举措， 推动
该党建品牌的建设。

依托已有的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议事平台， 崇外街道还升级打

造 “崇蜂论谈”， 成立 “崇蜂在
线” 微信议事群， 按季度召开新
就业劳动者群体恳谈会， 完善以
党组织为主渠道的诉求反映和结
果反馈机制。 截至目前， 共通过
“崇蜂论谈” 收集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需求10项， 已经有效解决6
项。

在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
体方面 ， 崇外街道做实党建引
领， 以 “暖新”服务引领“崇蜂新
尚”。 比如，依托“党心e家”，打造
“2023，你好小哥” 主题月项目 ，
发布 “我身边的雷锋行为、 我的
童年趣事、 安全装备大比拼、 我
对解放军有话说” 等6期主题月
积分活动， 引导快递小哥践行社
会责任、 规范行业行为， 同时成
功构建快递小哥积分渠道， 持续
开展 “9元吃饱” 优惠就餐服务。
向辖区36家两新党组织发出共建
号召 ， 践行基层党支部社会责
任 ， 探索打造10个 “崇蜂补给
站”， 放置消暑降温物资， 设置
支部党员志愿服务岗， 倡导快递
小哥物品共享、 按需自取。

社区垃圾投放是否严格分
类？ 桶站管理是否合规？ 近日，
记者跟随密云区溪翁庄镇综合行
政执法队来到密云观唐云鼎社
区， 现场检查社区垃圾分类管理
工作。 “定期 ‘回头看’ 才能让
垃圾分类工作常抓常细。” 密云
区溪翁庄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李龙洋诉记者， 坚持督导检查与
宣传引导双管齐下， 让该镇垃圾
分类管理水平日渐提升。

据了解， 为扎实做好生活垃
圾分类专项执法检查工作， 有效
提升辖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水
平， 溪翁庄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聚
焦生活垃圾分类薄弱环节， 以居
民小区、 沿街商户、 施工工地为
重点， 持续开展生活垃圾服务指
导和执法检查工作。 其中， 聚焦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收集、 运输

的薄弱环节， 执法队员对长期存
在问题的生活垃圾重点点位、 重
点问题增加执法检查频次， 定期
复查整改落实情况。

“该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符合
要求，宣传氛围浓厚，人员垃圾分
类意识较强， 能够规范处理生活
垃圾。 ”检查中，执法队充分肯定
了北京观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垃
圾分类工作的精细化管理， 并强
调，要进一步形成垃圾分类管理
的特色典型示范， 将好的经验做
法推广到辖区更多物业公司。

对于日常检查发现有部分单
位存在垃圾清运不及时、 生活垃
圾未分类投放、 桶站管护不到位
以及主体责任不落实等现象， 执
法人员则现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 进行整改指导， 并以 “宣传
教育为主， 执法督导为辅” 的手

段对不合格单位进行约谈， 通过
执法督促， 不断提高相关单位和
居民的责任心。 对未整改或整改
不及时、 不到位的情况， 严格依
法处罚 ， 并实行 “回头看 ” 行
动， 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据统计， 截至目前， 溪翁庄
镇综合行政执法队今年已累计检
查各类主体500余家， 发现问题
140处， 立案查处生活垃圾分类
非法行为12起， 确保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落实、 落细。 “垃圾分类
工作是一项长期的、 艰巨的社会
系统工程。” 李龙洋表示， 下一
步， 溪翁庄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将
根据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 加强
垃圾分类的宣传和监管力度， 分
步推进垃圾分类纵深层面的普及
和执行， 促进垃圾分类工作 “点
上开花， 面上结果”。

5.7万 余 眼 机 井 实 现
“一井一码”

北京市自2022年9月起开展
地下水管理专项排查整治， 共排
查机井6万余眼， 最终形成以机
井码为统一身份标识的57680眼
全市机井管理台账 ， 其中43080
眼为在用取水水源井， 市水务局
将根据不同特点实行分类管理。

据市水务局地下水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 为确保排查整治工作

取得实效， 市水务局组建了13个
市级督帮组 ， 按照 “井不漏一
眼， 重要问题不落一个” 的工作
要求 ， 进现场 、 入田间 ， 普政
策、 促规范， 对全市机井逐一现
场排查。

“我们会首先向机井所有权
人宣传此次专项排查的意义， 实
地确认机井位置， 现场核对每一
眼机井是否张贴机井码、 机井码
能否识别、 机井码与机井是否一
一对应等信息。” 北运河管理处
镜河管理所所长杨振峰介绍， 机

井权属单位、 取水许可证、 计量
方式、 机井状态等数据都是现场
核查的重点，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 督帮组会及时下达整改通
知书， 责令其限期整改。

手机 “扫一扫” 机井状
态全明了

在通州区漷县镇黄厂铺村的
村供水站里， 水务工作人员打开
微信小程序 “水务机井码 ”， 对
准机井 “身份证” 一扫， 机井状
态、 产权人、 取水许可及成井时
间、 井深、 机井性质、 井管材料
等信息一目了然。

“为支撑地下水业务， 加强
机井台账管理， 我们面向不同用
户开发了PC端和小程序两个平
台 ， 并根据取水户和乡镇 、 区
级、 市级管理员需求的不同， 分
别设置了不同的功能模块， 可满
足机井各类基本信息的管理和取

水量汇聚工作。” 市智慧水务发
展研究院软件与数据研究所王妍
介绍。

此外， 在取水量填报时， 为
确保数据的质量， 研发团队还从
后台做了一些限制， 如 “本期读
数大于等于上期读数” “月取水
量小于等于100万方” “月取水
量超50%年许可量， 弹窗” “月
取水量超100%年许可量 ， 拒绝
填报” 等。

推动完善地下水监测井
管理体系

此次地下水管理专项排查整
治工作集中明确了机井位置、 机
井类型、 取水许可、 使用状态、
计量设施、 废弃处置、 取水数据
汇聚等一系列信息， 北京市各类
机井基本实现了机井权属清楚、
机井用途清楚、 机井属性信息清
楚、 机井管理责任清楚、 台账监

管责任清楚的目标。 水务部门在
此次排查整治中集中解决了一系
列机井管理历史遗留问题。

同时， 水务综合执法部门根
据市民举报的无证取水线索， 依
法责令相关取水户补办取水许可
并进行行政处罚 。 据了解 ， 自
2022年9月排查整治开展以来 ，
通过排查和市民举报， 全市共移
交违法线索129件， 办理完成84
件， 正在办理45件。

市水务局地下水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 ， 通过此次专项排查整
治， 本市建立起 “市-区-乡镇
（街道） -村 （户）” 四级水量汇
聚体系和 “区-镇” 两级水量数
据审核机制， 完善了地下水监测
井管理体系、 地下水管理抽查检
查、 监督管理制度和机井台账动
态更新机制， 初步建立农灌机井
以电折水计量体系， 为 “取供用
排” 协同管理、 智慧水务建设提
供坚实基础数据保障。

“真的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帮助我缴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费， 等到退休年龄后能有固定的
养老金可以领。” 近日， 家住怀
柔区琉璃庙镇的困难群众孙大
爷， 在提到城乡居民保险代缴政
策时连连称赞。 据悉， 按照不同
条件分别给予50%到100%的代缴
标准，今年以来，怀柔区已为2679
名困难人员代缴社保费221万元。

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待遇人员、 纳入城乡特困供养人
员、 残疾人等群体， 是社会关心
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 让这部分
群体实现 “老有所养 、 老有所
依”， 是怀柔区构建全覆盖、 保

基本、 能转移、 可持续社会保障
体系的重要环节。 帮助符合条件
的困难人员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 作为促进社会保险 “应
保尽保” 的一项惠民政策， 是进
一步助力乡村振兴， 充分发挥社
会保险兜底保障作用的重要途
径。 为落实好困难人员参加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给予代缴保费工
作， 怀柔区围绕做好制度和宣传
保障扎实推进 ， 第一时间制定
《关于推动怀柔区未参保困难人
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
工作方案》，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和工作小组， 启动了与卫健、 民
政、 残联、 镇乡街道的数据共享

告知机制， 做到符合条件的困难
人员 “底数清、 情况明”， 建好
台账； 印发 《给怀柔区困难人员
的一封信》， 广泛宣传困难人员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
的内容、 目的及意义， 并充分利
用村广播、 宣传栏、 微信群等形
式 ， 推动政策兑现从 “人找政
策” 到 “政策找人” 转变， 引导
困难群众积极参保。

据了解， 怀柔区人力社保局
还将持续本着筛查无遗漏、 发放
零差错的原则， 强化各级经办人
员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 做到保
困难人员应保尽保， 切实兜牢民
生底线。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姜楠

密云溪翁庄镇城管执法坚持“回头看”

“一井一码”让地下水管理更加高效

日前， 北京市地下水管理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全
部完成， 全市57680眼机井有了统一身份标识。 记者
近日从北京市水务局地下水处了解到， 今后， 机井
台账发生新增、 更新、 信息修改、 删除等变化都将
由市级审定后生效， 杜绝台账信息更改的随意性，
地下水管理更加高效。

怀柔区为2679名困难人员代缴社保费

崇外街道打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党建品牌

以“暖新”服务引领“崇蜂新尚”

全市5.7万余眼机井有了“身份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