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叫徐国伟，是普陀区城管执法局机动

中队的党支部书记，2021年荣获上海市优秀
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从事城管职业多年，我

一直在思索如何将支部党建工作与城市精细
化管理双双提质。“我们勤快一点，老百姓烦

心事就少一点”，是我们互相鼓励的话语；提
升执法实效，努力提高市民满意度，是我们不

变的目标。

机动中队承担了辖区所有夜间施工的信
访诉件处置工作。今年 4月 1日，有市民反映

长寿路星方汇广场存在夜间清运建筑垃圾的
情况，我带领队员第一时间赶至现场。到现场

后发现，投诉人是附近小区居民，家与星方汇

广场后面的国际大厦仅一墙之隔。大厦深夜

11时后甚至凌晨三四时清运建筑垃圾，使他
无法入睡、苦不堪言，并提供了手机视频。

我和队员调取了当晚停车场的监控，确
定举报人的视频内容和反映情况属实。调查

发现，当日凌晨产生的建筑垃圾是由商场内
商铺装修产生，装修时间与铲车进出时段一

致。在交警部门的协助下，我们查了当日监

控，认定该车存在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行为。
确认了违法事实后，我展开了进一步的调

查，发现清运车辆属于上海 C工程有限公司，
车辆是由上海 A物业有限公司保安经理告知

进行清运的。两公司均认为该事件是员工或挂
靠车辆司机的个人行为，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为此，我多次约谈两家公司，发现保安经

理的违法行为发生于工作时间，而涉案车辆

每年都向公司交付管理费。最终，机动中队对
A公司和 C公司均进行了行政处罚。回访中，

小区居民也表示后来未再发生扰民情况。
除了噪声问题，文明施工也是我们的执

法事项。今年 4月中旬，包括武宁路快速化改
建工程、轨道交通 14号线、沿线各类施工项

目在内共计 11个工地同步施工，大量渣土

车、搅拌车每天途经武宁路沿线，极易造成扬
尘数据“爆表”。

如何做好扬尘管控、提升居民空气质量
“满意度”，成为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难题。对

此，我发出扬尘治理“集结号”，依托“五线谱”
工作机制，集结了一支由城管、交警、废管所

等部门参与的扬尘专案组，“抱团”开展武宁

路沿线文明施工专项整治行动，打好扬尘治

理的“组合拳”。
4月下旬，我带领队员分别对武宁路沿线

11个工地现场检查，就部分工地存在的问题
约谈负责人，要求尽快落实整改。经过为期两

周的整治行动，武宁路沿线扬尘管控情况良
好，但我们又开始第二轮复查，并依托“非现

场执法”模式，加强夜班组对工地的“回头看”

检查，做到监控全方位、全时段监管。
自 2018年以来，机动中队已先后与 8个

在建工地开展党建共建。因为在我看来，要把
党建与突出补齐短板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构

筑上下相通、左右联动的党建工作网络，推进
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出实效。“做任何事情都不

要怕难怕烦，只要我们多向前走一步，就离真
相近一点，就能解决问题快一点。”这是我坚

信的理念，也是我为人民办实事的准绳。

普陀区城管执法局机动中队党支部书记

徐国伟

    浦东：水蜜桃上市，大团镇东

大公路等多条交通主干道被果农
占道摆摊，果农与城管执法打起了

“游击”。浦东城管通过“品桃集市
点”妙招，协力化解矛盾，共同解决

问题。
黄浦： 2200 平方米明日星城

售楼处空关 9年，黄浦城管抽丝剥

茧找出当事人，多方联勤联动拆除
黄浦最大单体违建。

静安：城管、街道协同联动，逐
路逐店逐人劝导，细心引导助力疫

苗快速接种。
普陀： 工地吊塔作业半径覆盖

地铁 11号线 5号口，覆盖人行道和
停车场，城管牵头搭防护台，保障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虹口：昆山花园路小区 10年违

建屋苦了邻居，当事人拒不整改，还
“放狠话”给城管，经多次协调后终

于被拆除，赢得居民交口称赞。
杨浦： 五角场地区大量建筑垃

圾被偷倒在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上，杨浦城管四管齐下，采取全过

程、全时段、全覆盖整治。
宝山： 宝山区月浦镇月罗公路

80号商铺占用盲道，城管联合多部
门拆除阻断盲道的违法建筑。

闵行：安装“一网统管”系统，24
小时无死角查看工地，保障安全施

工、助力工地文明施工。
嘉定： 外冈镇外钱公路北侧工

地凌晨施工扰民，城管立即出动解

决问题，获得投诉人好评。
金山：解决信鸽扰民后，90后城

管执法队员与耄耋老人成忘年交。
松江： 涞寅路九谊路路口小区

工地傍晚开强光施工,虽合法规，但
影响周边居民，松江城管在职责之

外主动与工地方沟通，调整灯位，为
居民创造更好的居住环境。

青浦：青浦打造 12家“精品城
管工作室”，切实解决民众关切问

题。投诉处置效率有力提升，群众满
意度不断提高。

奉贤：共享单车乱停、难找？奉贤城管新增

停车点 40 多个，画线长度 1100 多米，保障
2500辆共享单车有序停放。

崇明：崇明城管全天候执法保障花博，全心

全意为游客服务，老年游客南辕北辙在花博会
迷失了方向，执法队员及时出手相助，闹出了表

扬电话被当成“投诉电话”的乌龙。
王军 整理

    今年 1-6月，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共受理

市民诉件 53098件、同比再降 7.2%。全市城
管执法系统认真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按

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城市精细化治理部署要
求，积极探索城市管理模式和机制创新，全

面推进街面环境分级分类执法管控工作，积
极开展住宅小区环境专项执法整治行动，努

力回应市民群众关切重点，切实维护安全有

序城市环境。

上半年，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受理市民诉
件中，比重较大的市容管理占比 24.3%、同

比下降 9.3%，物业管理占比 14.3%、同比下
降 4.0%，违法建筑占比 14.0%、同比下降

13.3%。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加大破解城市管
理难题顽症的工作力度，不断提升城管诉件

转案实效，共依法查处投诉来源城市管理违

法违规案件 16587起，其中较多的是占道设

摊占比 31.6%、违法建筑占比 11.4%、跨门经
营占比 9.4%。

下阶段，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将聚焦市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建设工地领域相关违法违

规行为，创新勤务管理机制，提升数字治理
水平，推进开展本市建设工地分级分类执法

检查工作。 本报记者 王军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志虎上午走进本报夏令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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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访谈

实事为民

■ 徐志虎在接听 12345市民来电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多向前走一步，解决问题就快一点

上半年城管执法市民诉件同比再降7.2%

用 数字化 提升城市治理成效
    城管执法数字化转型之路怎么走？执法

效果市民满意度如何？城管队员如何在“家
门口”为市民排忧解难，为百姓办实事？……

今天上午，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
书记、局长徐志虎来到新民晚报夏令热线，

接听市民电话，并接受本报专访。
上半年，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共依法查处

各类违法案件 8.3万余起（简易案件 3.1万

余起，一般案件 5.2万余起），同比上升 66%

（简易案件和一般案件均实现同比上升）。其

中，市容、城乡规划物业和市政类案件数量
位居前三。

线上开单率达82%

数字化转型，是当今社会的一大课题，
不仅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也成为各个职能

部门探索的新方向。早在数年前，城管执法
部门就开展了“智慧城管”的探索，旨在提高

城管执法的效能和效率。目前，全市多个区
的城管部门已走上了数字化转型之路。

比如在虹口区，区城管执法局对接区城

运中心，将“八类区域”治理标准与“5G+智
慧城管”等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已将网上勤

务、网上办案、网上诉处、指挥监管、疫情防
控、一店一码、数据库等接入区“一网统管”

平台。浦东城管则初步构建了由 1个局综合
信息平台、35个城管中队微平台、1800余个

城管队员手机 App执法终端组成的“三位一
体”智能体系。针对跨门营业、乱设摊和占道

洗车等街面环境问题，开发多维度智能场景
算法模型，并首创将智能车巡移动巡查技术

应用于街面治理中。
徐志虎介绍，目前，上海城管已将城管

数字化转型作为引领城管创新转型发展新
未来的主攻方向，推动网上办案、网上勤务、

管理执法联动等六大通用系统不断迭代升
级，开发了分类分级管控、非现场执法、“双

随机、一公开”等若干模块，丰富了“智慧城

管”的内涵和外延。从“手开单”走向“更智
慧”，目前全市城管执法系统简易程序案件

线上开单率已达 82%，城市治理科学化、精
细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

建数据库监管工地
始建于 2020年的“上海城管执法对象

监管系统”，也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徐志虎告诉记者，依托 21类城管执法
对象数据库，城管部门全面推广非现场执

法、分级分类管控、“双随机、一公开”等更精
准、更高效的勤务新模式。

徐志虎介绍：“对全市 24.6万多家沿街

商户，市城管执法局根据商户的业态、处罚
记录、投诉情况等，完成了风险等级初始化

设定，指导各区以两周为一个周期，对辖区
商户开展执法检查，经过 8个周期的执法检

查，全市绿色低风险商户占比已由 3月份的
14.9%升至 90%，红色高风险商户占比已由

3月份的 34.2%降至 4%。此外，我们还将这
一模式应用到全市 3815家建设工地，进一

步提升全市工地文明施工水平。”
又如，城管部门与行业主管单位联手建

设“住宅物业管理与城管执法联动平台”，联

合开发“在建工地实时在线监测小程序”等
应用模块，依托科技赋能加强管执联动，破

解小区、工地等领域城市治理难题。在提升
行政处罚执行效率方面，健全数据采集、更

新、治理规则，强化数据治理成果在趋势预
测、资源调度等方面应用，实现办案、勤务、

督察、考核、诉件处置等联网上云，并开通了

罚款电子缴纳线上通道。

精准收集社情民意
“要坚持执法为民的初心。”徐志虎介

绍，全市城管执法系统打造了城管公众开放

日、城管社区工作室、城管局长接热线“三大
品牌”，构建了管执联动、政民互动的共治新

格局。据了解，全市 85%以上城管执法力量
已下沉街道乡镇。自 2017年起，市城管执法

局在全市推动建立 6000余家城管执法社区

工作室，城管执法队员走进里弄社区，依托
违法户外广告、建筑垃圾、小区物业管理等

管理执法联动平台，第一时间发现并处置违
法行为，为百姓释疑解惑服务。

6000余家城管执法社区工作室开展人
民建议征集，精准收集社情民意。在“我为群

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全系统依托社区
工作室推进落实 160余项为民实事项目走

深做实，把城市管理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今年 4月，市城管执法局与新民晚报社试点

“政媒融合”，推出 100家“新民帮侬忙”社区
联络点，在“全媒体时代群众工作”新格局

中，及时感知群众冷暖，在“家门口”为市民
排忧解难。

“下一步，城管执法系统将认真贯彻‘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

全面加快城管执法数字化转型，全面加强城
管执法软实力建设，全面提升城管执法精细

化水平，让法治名片更加闪亮，让现代治理
引领未来，进一步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满意度。”徐志虎表示。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