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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涛 报道
　　本报讯 违法建设历来是综合执法
工作的难点，城市违法建筑物不仅影响
市容环境，还带来许多涉及城市管理的
棘手问题。今年以来，西海岸新区综合
执法局王台执法中队通过实地走访调
研，积累探索经验，创新优化违建治理工
作处置流程，强化部门联勤联动，走出了
一条“减存遏增”的新路子。
　　在王台中队驻地今年刚刚成立的

“三违”（违法建设、违法占地、违法“三
场”）巡查工作组，记者见到了一张正要下
发的违法建设交办单，交办单上详细记
录着违法建设位置和现状、当事人、交办
日期、土地性质及手续情况、责任站所审
核确认意见、“三违”巡查工作组处置建议
等信息，交办单上还有处置单位的签字。

“围绕‘严控新增、消化存量’治违控违工

作原则，我们中队在街道党工委的统一
部署下，成立‘三违’巡查工作组，并由执
法中队、各业务站所、新村（合村并居后的
新村）、网格、‘三违’巡查工作组成立工作
专班，分管领导进行月度调度，全面对违
建问题开展‘团队战’，形成违建治理合
力。”谈起“三违”巡查工作组的成立，王台
中队中队长薛志强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王台中队创新处置流程：
按照新村、网格等相关部门巡查、发现、
制止及整改，业务站所牵头指导，执法中
队执法保障的原则，制定“三违”行为1日
审核交办、5日整改监管、3日强制催办、9
日后考核扣分的“1+5+3”全链条工作机
制。即新生违建1日内由相关业务站所
确认土地及规划手续，进行审核完毕并
现场交办；审核交办后5日内由责任新
村、网格自行整改完成，并担起监管职

责；未完成自行整改的于3日内进行催
办，联系执法中队强制拆除；9日后仍未
进行整改的，列入年度考核减分事项。
　　“新的处置流程形成一套完整的发
现、审核、处置、整改、监管、考核处置机
制，调动了新村、网格、各业务站所的联
动积极性，形成违建治理合力。”薛志
强说。
　　“1+5+3”全链条工作机制正式运行
以来，王台中队共发现查处新生违法建
设40余处，消除在建设之初萌芽状态的8
处，当事人自行拆除整改22处，联合执法
中队强制整改18处，“减存遏增”成效
显著。
　　“过去整治违法建设，从发现到处置
大部分是我们执法中队单打独斗，不仅
工作阻力重重，违法建设死灰复燃的情
况也时有发生。现在工作专班的成立，

以及新的处置流程实施，压实了各业务
站所、新村、网格的责任，在巡查、发现、
制止、整改、宣传等各方面形成执法合
力，避免了配合度不高、推诿扯皮等情况
的发生，成效正逐渐显现。”薛志强告诉
记者。
　　此外，工作专班成立后，快速反应积
极联动，抓实宣传教育的关键环节、抓牢
巡查发现关键问题，通过张贴通告、现场
普法、曝光非法等方式，宣传违建处置办
法和典型案例，同时建立常态化宣传机
制，引导居民从思想上引起重视，从而在
源头上遏制“三违”的发生，让居民做到
不想违、不愿违、不能违、不敢违。截至
目前，共发放明白纸1000余份，悬挂宣传
横幅100余条，进行现场普法教育宣传集
中活动2次，同时83个网格村加大了喇叭
广播宣传，宣传方式多样有效。

联勤联动，全链条合力控违
西海岸新区综合执法局王台中队创新“1+5+3”机制，走出“减存遏增”治违新路子

  □本报记者 刘腾

　　伊藤忠商事、三菱商事、三美电
子、新希望六和股份、青岛水务积水科
技等中日双方约20家企业40余位代
表，于近日在青岛日本“国际客厅”面
对面互动交流，探讨RCEP背景下中日
双方企业合作的新机会。
　　这场沙龙活动由青岛国际经济合
作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青岛代表处、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发起，推
介了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
发展规划，围绕中日经贸、金融行业最
新动态和企业间的合作机遇展开了一
场“头脑风暴”。
　　这种中日企业间的洽谈交流，目
前在青岛日本“国际客厅”已经成为常
态。为加强中日企业交流合作，提升

“国际客厅”的对外连接国际资源、对
内输出国际资源、开展双向交流功能，
倾听中日企业发展诉求，“国际客厅”
会不定期邀请中日企业家代表以会议
或沙龙的形式互动交流，借此增进彼
此了解，探讨和创造中日企业间更多
的合作需求和意向。
　　今年5月19日，青岛日本“国际客
厅”正式揭牌。开门纳客半年来，这里
举行了多场展示、交流活动，已经促成
了不少日本企业签约落户，正在成为
中 日 双 方 加 深 合 作 的 对 外 开 放 新

平台。
　　按照青岛市对这座客厅的构想，
首要是推动资本、技术、人才、经贸的
交流。翻翻半年来青岛日本“国际客

厅”的成绩单，更能直观感受这个对日
开放“超级市场”的影响力：接待中日
政府、机构、企业280余次，共计3000余
人次，依托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

示范区，签约落户企业机构24家，挂牌
入驻企业20家。
　　聚焦节能环保产业，加强技术创
新、产品研发、高端制造等领域合作，
创新产业园区合作机制，推动节能环
保产业集聚发展，示范引领绿色低碳
发展新模式，青岛日本“国际客厅”正
被越来越多的日方企业所知晓，双方
借助这一平台正全力打造中日地方合
作新模式。
　　米山喜好是一家日本驻青机构的
负责人，他的公司办公地点就设立在
青岛日本“国际客厅”2号馆内，主要负
责中日地方贸易和电子商务等业务。

“在颇具现代日式风格的环境里办公
很有家的感觉，我们对‘国际客厅’提
供的条件及服务都很满意”。
　　目前，青岛日本“国际客厅”已与
横滨、神奈川、岩手、熊本、德岛等8城
达成合作意向，与神户、京都等9个城
市正在洽谈合作关系。
　　“不久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正式签署，全球最大的自
由贸易区启航。通过RCEP新建立的
中日自贸关系，将为中日更高水平的
贸易合作增添动力。”青岛日本“国际
客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抓住RCEP
背景下中日合作新机遇，助力中日企
业双向互动，持续促进中日企业深入
合作，搭建新格局下中日经贸合作新
平台。

国际客厅搭台，中日企业唱戏
青岛日本“国际客厅”不定期邀请中日企业家互动交流，打造中日地方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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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19日，青岛日本“国际客厅”正式揭牌。开门纳
客半年来，接待中日政府、机构、企业280余次，共计3000
余人次，依托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签约落户企

业机构24家，挂牌入驻企业20家。目前，青岛日本“国际客
厅”已与横滨、神奈川、岩手、熊本、德岛等8城达成合作意向，
与神户、京都等9个城市正在洽谈合作关系。

（上接第一版）搭建274个微网格服务工
作群，社区居民每户至少有一人加入。
今年8月16日，张振敏网格内一名12岁男
孩外出迷路，深夜未归，张振敏第一时
间在“微邻里”工作群里发布信息，仅
用不到1小时，走失孩子便被“微邻里”
群中热心市民发现。
  每个“微邻里”既是信息发布交流
平台，也是服务居民的主阵地。“居民
通过‘微邻里’上报人口信息和个人诉
求，社区通过‘微邻里’密切干群关系，
实现网格员、社区工作人员、物业工作
人员、居民等一体联动，将辛安街道基
层治理的神经末梢精准对接到了每一
个寻常百姓家。”区社会治理中心网格
管理中心副主任陈庆道介绍。

办事到指挥
大联勤增强网格渗透力

  “一网统筹”，西海岸精心编织的这
张“网”，不仅是一张办事“网”，更是一张
指挥“网”。
  两年前，李金国常常为社会治理走向
何方而忧虑：新区经济社会发展风生水
起，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不断给社会治理带
来新挑战，然而在新区社会治理工作中还
不时存在治理主体各自为政、配合不力，
缺少统一指挥调度，治理平台有集成无联
动等问题，导致一些事情重复操作、交叉
执法，造成社会治理人财物的浪费。
  而今，西海岸强化顶层设计和基层

改革联动，社会治理工作委员会和四大
专门委员会牵头，在全国率先构建起

“区—镇街—社区”三级社会治理工作架
构，打造了权责明晰、高效联动、上下贯
通、运转灵活的社会治理组织体系，实现
了发现机制、解决机制、保障机制有序统
合，开创了全国领先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在西海岸基层，以区社会治理中心
统筹，镇街社会治理联勤联动指挥中心
为枢纽，基层网格为管理单元的网格化
治理体系渐入画来：镇街社会治理联勤
联动指挥中心就像“网心”，横向联结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等部门进行联动，纵向整
合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资源统筹协调。
  “前期泊里镇很多网格员在走访时
都发现了群众对校车候车亭的迫切需

求，也发现了露天候车存在的安全隐患，
该镇社会治理中心经过分析研判后，组
织规建、公交、综合执法等部门召开联勤
联动工作会议，最终决定在各村（居）方
便学生上下车的地方设置校车候车亭。”
陈庆道向记者介绍说，如今全镇62处候
车亭已全部投入使用。
  车贵正说，网格化治理之初，很多
社会治理问题的责任在“块”上，也就
是镇街，而执法却在“条”上，即部门。

“条”“块”协作缺乏明确、规范、有效的
机制，导致社会治理能力和效率低下，

“‘一网统筹’就是我们以网格为主导，
探索出了‘条’‘块’密切协作的网格化
运行机制，大联勤增强网格治理渗透
力，将问题解决在基层网格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