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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烊提示牌”上，一个“城市共
治识别码”格外吸睛。商家用手机扫提
示牌的识别码后，就会进入掌上执法
APP“和商”系统，注册后就可以应用。
“进入‘和商’系统，我们可以完善
商户信息，执法部门要求我们整改的问
题，我们可以拍摄照片，通过系统反应
整改完成情况。如果发现物业单位等
责任内的相关市容和环境卫生问题，我
们也可以通过系统向执法部门反应，以
便相关问题能够及时有序整改。”繁华
里商业街一商户业主曲女士说，“感谢

‘和商’，架起了我们和执法部门、物业
单位的桥梁，让我们创业路上温暖不孤
单。”
记者了解到，通过“和商”系统，区

综合执法局可实现线上登记、线上巡
查、线上整改、线上确认、过程监管的有
序治理，打开了城市管理工作的新思
路，“‘和商’系统应用后，实现了对每一
名商户的大数据管理，也实现了非接触
执法，让执法者与被执法者通过互联网
共建共治共享。”巩振刚介绍，“我们可
以线上检查确认整改情况，问题提前解

决了，投诉消失了，我们的工作也变得
更加轻松。”
无独有偶，掌上执法APP“睦邻”系

统也应用在小区的整治提升工作中，规
范社区装修、畅通居民诉求、加强行业
共管、源头解决矛盾、提高物业水平、提
供便民服务……赋能综合执法进小区
更加精细化、细致化。
巩振刚表示，“我们将加强‘和商’

‘睦邻’等系统的开发、推广和应用，将
其形成一套完整的城市管理新模式，开
启智慧执法新篇章。”

西海岸落实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打造“青岛样本”

◆建设“六无三落实”小区◆“三级”责任区联勤互动◆开发“和商”“睦邻”等智能APP

多元主体参与 共建共治共享

□本报记者 李涛

近日，青岛市落实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
区制度工作现场会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
青岛市及各市区城市管理、环境卫生、综合执
法等部门实地观摩了西海岸工作落实情况，
并对小区、商业街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落实
和数字化城管等创新做法给予充分认可。
那么，西海岸落实市容和环境卫生责

任区制度的核心是什么？有何亮点？缘何
能赢得行家的青睐？记者进行了探访。

【记者手记】

人人有责
人人共建

□本报记者 李涛
     

“大厦之成，非一木
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
流之归也。”
观西海岸市容和环

境卫生责任区制度落
实：小区整治提升，让居
民明白，请居民参与，让
居民满意，居民自己“挑
担子”管理自己；商街责
任区划分，“三级”责任
区联勤互动，每项工作
有人抓、问题有人管、责
任有人担；掌上执法
APP“和商”“睦邻”系统
的应用，打破信息壁垒，
实现信息交流互通，辅
助科学决策，开创了城
市管理新模式……多元
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深
刻诠释了共同体理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指出，“建设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市
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制
度落实的好坏，无疑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责任
主体的自觉参与意识、
责任履行意识和习惯的
养成，只有“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市容环境卫生治理共
同体”才能渐入画来，社
会治理现代化的新图卷
也会越来越精彩。

美丽家园显芳容
道路干净整洁，路旁花木繁盛，分类

垃圾桶脚踏设计充满创意……走进长江
路街道唐岛湾A小区，从整体面貌来看，
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已经建成20余年的
老旧小区，“这个小区属于典型的老旧小
区，原来私搭乱建、毁绿占绿、乱摆乱
放……一度是‘脏乱差’的典型。”谈及小
区整治提升前的窘况，长江路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牟林告诉记者。
带来根本性变化的契机，是区综合执

法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的“六无三落实”
小区（无“私搭乱建、地桩地锁、乱堆乱放、

占绿毁绿、乱贴乱画、乱排污水”，落实“垃
圾分类管理制度、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
制度、共建共治机制”）创建工作。“开展
‘六无三落实’小区创建以来，街道和执法
部门联动，创新了‘十全十一’工作模式，
即：‘十个一’攻坚目标，配套‘十个全’精
细举措，整治提升既迅速又长效。”牟
林说。
解读“十全十一”工作模式，即：一轮

调研、一份问卷、一封告知信，实现了问题
全研判、征集全覆盖、工作全动员，小区整
治提升的宣传发动既细又实；一套台账、

一份责任书，实现了任务全摸清、全定责，
小区整治提升任务清、责任明；一个微信
群、一名工作站长、一支巡查队、一次调研
会、一场大清底，实现了职责全明白、工作
全统筹、共治全参与、进度全掌握、任务全
落实，小区整治提升建立起“服务—管
理—执法”的长效机制。
“让居民明白，请居民参与，让居民满
意，是我们又好又快实施小区提升改造的
动力源泉。”牟林说，小区环境卫生关乎居
民日常生活居住质量，居民自己“挑担子”
管理自己，小区才能精致宜居。

各司其责靓颜值

一条街，怎样时尚一座城市？
离开唐岛湾A小区，记者来到繁花里

商业街，干净漂亮的街区、有序经营的商
户、络绎往来的人群……商街生命力满
满，而生命力的源泉则来自执法部门、市
政环卫、商业街物业、临街商户等多元主
体共同书写的“横竖撇捺”。
在商业街一家名为“可好”的24小时便

利店，门前悬挂的“打烊提示牌”格外醒目，
在提示牌的一面印着一份“青岛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责任区责任书”，个体工商户的详

细信息、商户的立体责任区范围、具体的责
任内容要求等详细内容清晰可见。“我们为
商家划定了东西南北上下的立体责任区范
围，和无乱堆乱放、不得倾倒污水、落实垃
圾分类、冬季及时清雪除冰等内容八大责
任范围。商家只要按照内容照做就可以
了，避免了过去商家和物业、市政环卫等单
位因责任区域划分而职责不清、推诿扯皮
等现象。”区综合执法局城管监督执法大队
大队长巩振刚告诉记者。
在临街商户责任区划分的基础上，区

综合执法局创新市容和环境卫生三级责
任区划分。明确了市政环卫责任区范围、
瑞源物业责任区范围、临街商户责任区范
围，“三级”责任区联勤互动、各主体各司
其责，共建共治共享。
“市容和环境卫生三级责任区的划分，
落实了‘谁主管、谁负责’，即落实人人负
责、层层负责、事事负责的工作责任机制，
使每个主体、每个人员都明确干什么、管什
么、承担什么责任，确保每项工作有人抓、
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巩振刚说。

“和商”系统强赋能

执法队员为商家颁发印有“市容和环
境卫生责任区责任书”的提示牌。

□记者 李涛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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