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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拆后土地最珍惜的利用者

“三改一拆”行动是海曙区全面清除
存量违建、推进重大工程无障碍施工、提
升城市功能的必由之路。

五年“三改一拆”，海曙城城区环境面
貌得到了明显改善。比如，专门开展的
机场航道周边环境整治工作，春节前后，
石碶街道由主要领导靠前指挥，村干部
实地落实，村民顶着寒风持续作业，在拆
除清理机场航道周边违法建筑、搭建棚
屋、乱堆乱放共8500平方米基础上，对
拆除清理后土地及时复绿，有效改善了机
场航道范围这一甬城“窗口”的环境秩
序。集士港镇专门开展农棚田舍专项治
理，采取“拆除改造、整修保留”等多种方
式对近7000平方米农棚田舍进行集中治
理，并落实补助资金，明确管理规范，加强
后续管理，全面打造“点上出彩、线上美
丽、面上整洁”的美丽田园生态。拆除
S214省道违法广告牌278块、共6500平
方米，并拆除6处、共1000多平方米的棚
屋，同时对全长约12.2公里的道路实施
改造提升工程，城市主干道面貌得到进一
步提升。

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针对拆出
来的空间，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致力于科
学利用、服务于民生需求，让居民群众获
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舒适感。比如，铁路沿
线常青路3300平方米拆后空地改建为社
区足球场，让居民群众多了一个家门口的
健身场所；海曙公园、黄家河边共6500多
平方米违建拆后空地改建为广场、公园，
让居民群众多了一个家门口的休闲场所；
段塘大桥下2000多平方米拆后空地用作
临时停车用途，让居民群众多了一个家门
口的停车场所。

在“三改一拆”行动中，海曙始终坚持
依法、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构建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环境。无论是屋顶拆违还是
破墙开门、户外广告、农棚田舍专项整治，
始终坚持“一个政策、一项标准、一把尺子
量到底”，敢于破除既有利益格局，逐个拆
除违建，公平、公正性得到了上级和群众
的一致肯定，也为党委、政府赢得了公信
力。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厉娜 顾东栋 文/摄

出门就是公园和休闲场所
海曙“三改一拆”五周年 迎来城乡全域大融合大发展

自2013年以来，海曙区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把“三改一拆”行动作为最重要的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推进攻坚治
理。截至2018年6月底，累计完成“三改”1172.48万平方米、“一拆”711.99万平方米。五年来，海曙区“三改一拆”工作得到省、市各级的充分
肯定，2015年5月被评为省“无违建县（市）、区”创建先进集体，2016年4月成功创建浙江省“基本无违建区”，2016年8月成功打造全市首个
“基本无蓝色屋面（立面）区”。区划调整后，“三改一拆”工作继续全面推进，有效促进了新海曙区全域大融合和大发展。

省委省政府作出“三改一拆”重大战略部
署后，海曙区严格按照“坚决打赢‘三改一
拆’攻坚战”的要求，先后通过召开全区“三
改一拆”动员大会、“无违建”创建推进会和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美丽集镇建设）暨治危
拆违工作动员大会，明确各级党政领导工作责
任，对拆违工作实行“一个区域、一个领导、
一抓到底”，真正从根本上发挥以上率下、真
抓实干的效应，实现区委一有号召，干部就有

“拿下乌纱帽，戴上安全帽，横下决心干”的
积极回应和实际行动。

在工作一线，全面实行包调查、包处理、包

督办、包结案、包稳定的“五包”措施，把目标任
务全部科学合理地分解到单位、明确到岗位、量
化到个人，做到事事有人领办，件件有人负责，
真正实现责任的落实、落地。

健全规范拆违工作流程和机制，不断完善
区三改一拆办“重点督办”、区纪委和区委组织
部“严格问责”等工作机制，严格落实领导督查、
进度督查和专项督查“三督查”制度和“红、黄、
绿”三色亮灯督办制度，并结合“短信通报、每月
排名”，坚持挂图作战，对账销号，把狠抓拆违的
决心一直贯彻到底，在全区上下形成“互相督
促，比学赶超”的工作氛围。

海曙区严格按照《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
定》，对所有存量违建，不论其功能用途、不论时
间先后、不论涉及到谁，始终坚持拆违“无特例”

“无特权”，以铁的决心、铁的举措、铁的纪律打
好违法建设歼灭战。

坚持底数排查“零死角”。坚持执法部门、
属地街道“三上三下、互相比对”排摸违建数量，
确保底数全、信息准。对全区房屋进行全面排
查，按照“一幢一档”“一户一宅”要求建立档案，
确保所有违法建筑都“看得了表格、拿得出照
片、说得清缘由”，为拆违工作的深入推进打下
坚实的基础。2018年对存在严重消防和使用
安全隐患违法建筑等四大类违法建筑再次开展
普查工作，全面夯实排摸基础。

坚持全面攻坚“零遗漏”。坚持遇难不惧，

迎难而上，敢于破除既有利益格局，充分彰显
“违法必究、一视同仁”的决心。在具体做法上，
中心城区主要通过“拆天”“入地”“补洞”，确保
对违法建设的处置全面到位。

区划调整后，新海曙以“一把尺子量到
底”的要求推进西片区域拆违，针对破坏城
市环境、存在安全隐患和阻碍重点工程推进
的疑难杂症问题进行重点攻坚，采取强有力
举措坚决拔除违建硬钉子。其中，石碶街道
针对七重天地块违建采取情法兼顾综合处置
措施，有效破解违法建筑债权债务司法纠纷
和经营户众多带来的维稳压力等一系列难
题，以先易后难循序推进方式，累计拆除面
积达7300多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彻底消除房
屋和消防安全隐患。

实现违法建设长期有效管控，是治违工作
的最终目标。海曙区坚持拆管结合，着眼于长
效管理，不断提升拆违治违工作成效。一方面
以“两路两侧”“四边三化”专项整治和城乡结合
部违建、消危违建、历史遗留违建、户外广告等攻
坚专项行动为抓手，从点及线到面不断推进违
法建筑拆除工作。另一方面以规划为引领，实
施由国土、住建、规划、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共同
参与的联合会审、确认制度，对部分违法建筑依
法依规予以补办规划许可，减少违法建筑存量。

为了防止违建反弹，海曙区建立了区、乡镇
（街道）、村（社区）三级网格化管理体制，明确乡
镇（街道）分管领导为辖区第一责任人，每个村

（社区）落实一名网格员，负责日常巡查，及时发
现并报告违法建设行为。

同时落实即查即拆，逐步将智慧城管系统
延伸到西片各乡镇（街道），依托“市、区、乡镇
（街道）”三级防违控违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全面
落实乡镇（街道）主体责任，不断增强综合执法
能力，实现对违法建设受理举报投诉、巡查发
现、实时指挥、快速处置和综合督查功能。全面
建立“市场监管部门取缔无证无照经营、水电等
公共服务部门停水停电、公安部门有力保障、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强力执法”的违法建筑联动拆
除机制，对新增违建不留任何缓冲区，始终保持

“露头即打、高压管控”的势头。

做控制违建最严格的监管者

做拆除违建最彻底的执行者

做“三改一拆”最坚定的落实者

拆违前的常青路违建拆违前的常青路违建。。

常青路拆除违建后改建的社区足球场常青路拆除违建后改建的社区足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