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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200 多个日夜的
奋战，治水剿劣进入收官
阶段，在洪塘，依托基层
网格实现全民治水也让老
百姓切实感受到了治水带
来的变化。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的“滨水品质
新洪塘”悄然崛起。

第三方“物业化”河
道养护覆盖全街道49条河
道、54处小微水体、78公
里总长、125.8 万平方米
总水域面积。从晨光熹微
到夜色降临，洪塘各条河
道上均有身穿统一logo制
服的专人进行河道养护。

治水剿劣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在健全长效机
制上下功夫。在鞍山村，
党支部书记邬明忠告诉笔
者：“村里的水质有所改
观，但是蔬菜大棚农业污
染、污水管网破损的现象
还没有杜绝。”他每天都
会在村里兜一大圈，看看
哪里要疏导、哪里要改
造、哪里要清理，并把巡
河情况记录在本子上。家
住洪都社区的刘贵生带着
他的党员志愿者团队，提
出“酵素治水”的办法，
用绿色生态的方法净化水
体。同时社区将小河分为
5 段，每段由 3 名党员承
包小河的保洁治理和酵母
菌投放等。“推开家门就
是河，问题发现及时，解
决起来也更快。”

治污剿劣由集中整治
向群众自治转变。洪塘街
道依托基层网格员，建立
全面覆盖无缝衔接的基层
治水网络，同时以网格为
平台，以党员为引领，鼓
励更多群众参与到治水活
动中。

2017 年，洪塘街道构建起网格
—社区 （村） —片区—街道 （镇）
四级治水网络，实现全街道覆盖，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所有网格实
行统一编码，统一管理。再根据区
域特点，将多个基层网格组合划
片，抱团治水，连片推进。同时，
结合各基层网格的地理位置和治水
重点成立了裘市片、洋市片、洪塘
片、荪湖鞍山片四大片区剿劣攻坚
组，由街道班子成员担任片长，实
施针对性的治理方案，召开工作例
会讨论解决发现的问题。

为了提高网格管理的专业性和
参与的社会化，洪塘街道建立网格

“4+X”模式，即每个网格配备一个
网格长、一位网格指导员、一批草
根网格员、一批对口网格员、X 个

网格服务团队。同时，为激发党员
“红色细胞”活力，在每个小网格上
成立4人-30人的党小组，网格内党
员主动亮明身份，履行党员职责，
带领网格成员开展网格内水环境治
理。鼓励青年志愿者、洪塘大妈等
各类群体、社会组织共同参与。

在问题的发现处理上，依托“E
宁波”收集平台，网格员对日常巡查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随时拍照、上传。
建立问题分级处理机制，依据事件难
度 按 层 级 报 送 至 社 区（村）、街 道

（镇）、区。突发事件，实行即发即报、
紧急处理。形成问题发现、报送、分
流、处置、反馈的工作机制，精简查
看、上报等环节，保证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流转、第一时间处理，极大
提升涉水事件处置效率。

密织基层治水网络
发挥党员引领作用

网格员的加入，拓展了全民参
与治水的空间与时间。各级网格员
以“早晚勤走访，周末不停歇”的
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治水活动中。
网格员一旦发现涉水问题，第一时
间联系治水办、经济、城建、城管
等有关部门进行有效解决，问题当
日备案，次日解决率在 95%以上。
并且，实现了河道的动态情况掌
握，为有效治理提供了实时的信息
支持。

发挥基层网格员熟悉情况的优
势，为各项治理措施的制定提供第

一手情报依据。积极协助开展全街
道水环境排查，协助编制劣Ⅴ类水
体、主要成因、治理项目、销号报
捷和提标深化“五张清单”，洪塘街
道共查出排污口 49 个、混排口 147
个、雨水口 870 个，劣Ⅴ类小微水
体 8 个，为下一步的治理工作提供
坚实的依据。协助职能部门开展专
项整治，在裘市大河整改过程中，
在基层网格员的帮助下，排查整治
涉水违建 6 万平方米、低小散企业
65家、排污口11个。网格员成为专
项整治行动的有力支撑。

拓宽基层治水空间
做好巡查情报工作

今年以来，洪塘街道试行“第
一河长”制度，在河长、水体长全
覆盖的基础上，由各科室的科长、
副科长担任各村级河道、小微水体
第一河长，由第一河长协助河长开
展日常河道及小微水体巡查，开展
水环境现状调查摸底，指导河长制
定剿劣“一河一策”“一点一策”，
协助河长建立“一河一档”“一点一
档”，为基层网格治水提供强大助
力。

同时，洪塘街道邀请宁波市水
利水电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利相关的
技术团队，与街道49条河道和54个
小微水体做了“点对点、一对一”
的对接，河道问题随时随地挂号，
让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小专家出
诊，对症下药。

目前，洪塘街道正努力打造
“品质城区、健康洪塘”。在网格员
们和各方努力下，拆除裘市大河沿
河 6 万平方米违法建筑，并在裘市
大河裘市-广元路跨河桥面 （县控
监测点位） 种植人工水草，对拆违
后空出的近 1 万平方米裘市大河村
庄段河岸和裘市村西部农田段河岸
进行绿化彩化，增建两个停车场、
配建 3个沿河公园、铺设 3.2公里沿
河慢行步道等一批公共配套设施，
让村民共享剿劣成果。对位于洪塘
老镇区的洪塘村、赵家村一带违建
比较多的区域，拆违之后，街道将
会在此开展洪塘品质提升工程，打
造宁波时尚文化街区——77·洪塘
湾。这里今后将成为洪塘百姓时尚
休闲的新去处。

强化基层治水力量
提升街道网格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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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塘街道按照流域治理、综合
施策的原则，严格要求各级河长承
担相应流域河道管理保护的直接责
任，切实履行起了“管、治、保”三位
一体的职责，为洪塘全域剿劣、全民
治水起到了强大的推动引领作用。

“全流域覆盖”河道巡查
长效机制

年初以来，街道构建起“街道—
片区—村（社区）—网格”四级治水
网络，形成“1+3+1”河道巡查模式，
即一个河长总牵头，带领河道联络
员、河道网格员、“第一河长”三

方，在一个洪塘特色河道养护单位
的配合下，实现全街道125.8万平方
米总水域面积的全覆盖。

（一）“1+3+1”河道巡查模式中
的第一个“1”是各级河长。

街道各级河长承担河道巡查工
作的主体责任，按要求确保每日河
道均有河长，或河长委派的河道联
络员开展巡查。

（二）“1+3+1”河道巡查模式中
的“3”是河道联络员、河道网格员、

“第一河长”。
河道联络员由各级河长指定，

主要配合河长做好日常河道巡查工
作，并与各级河长、街道剿劣指挥室
保持联系，是助力河长足迹遍布河道
全流域的重要推动力。在裘市大河剿
劣初期，裘市大河河道联络员在日常
河道巡查过程中发现 150间存在极
大安全隐患的沿河群租房，为沿河拆
违强势推进做出积极贡献。

河道网格员在所在网格对河道
开展巡查并通过“四个平台”之一的
综合执法平台进行信息处理反馈。
平台收到信息后将具体事务转办给
各职能科室，并将结果反馈给河长，
河长在后续巡查中做好跟进。

“第一河长”是街道在全区首创
的河长制配套机制，将街道各职能
科室科长或副科长选派担任为 26
条重点村级河道、小微水体的“第一
河长”，与基层村级河长、“河塘沟渠
长”共同承担责任。“第一河长”协助
基层河长开展日常河道及小微水体
巡查，并调动科室力量深入村级河
道、小微水体，指导基层河长制定规
范化剿劣“一河一策（档）”“一点一
策（档）”。

（三）“1+3+1”河道巡查模式中

的最后一个“1”是第三方“物业化管
理”河道养护服务外包。

洪塘特色的第三方河道养护服
务外包主要依托常态化、精品化河
道养护理念，目的是打造可持续的

“河道生态系统修复工程”。
街道在原有河道保洁员的基础

上，重新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服
务外包第三方，合同总金额 250 万
元，将原有单线的河道保洁升级为

“物业化管理”的河道养护，同时将
养护内容量化考核，涵盖河道水面
保洁、河道巡查、河岸清理，部分水
闸、泵站、水利工程管理房的运行维
护等各方面。另辟 30万元用于河面

专业清障，包括地笼、沉船、木桩等。
通过服务外包的“物业化管理”，探
索建立了河道“智慧化管理”模式，
将“区—街道—村”三级河道保洁养
护有机结合，做到“三级联动、信息
共享、智慧管理”。

“全过程参与”河道巡查
督查机制

街道剿劣指挥室统筹协调，加
大对河道巡查工作的监督考核力
度，确保“日常巡查—问题发现—信
息处置—问题解决”工作链条平稳
运行。成立 4人督查小分队，身着印
有“洪塘巡河”特色 logo 的统一制
服，配备类警灯，对全街道四大片区

（裘市片、洋市片、洪塘片、鞍山片）
开展河道巡查专项督查工作。4 人
督查小分队包干到片，配备两艘快
艇巡查河道，确保每周对全街道所
有河道巡查督查到位并汇总信息上
报剿劣指挥室。河道巡查督查情况
每周五公示在剿劣指挥室，并以街
道“五水共治工作简报”的形式下发
给各级河长要求整改。

“全方位考核”河道巡查
奖惩机制

街道剿劣指挥室对河长签到
APP 的每天签到情况实时记录在
案，每周统计街道各条河道的签到
率，制作成每周报表上报给街道主
要领导、街道纪委和各级河长。签
到率被纳入街道年底考核项之一，
与各级河长的考核评分相挂钩。街
道纪委出面约谈签到率较低的河
长，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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