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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亦乐 余巍

一座座白墙黑瓦的中式村院，院落外随处

可见绿树、花草……一个充满浓郁江南风情的

靓丽村庄，出现在市人大常委会城中村改造和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督查组的眼前。这是江

干区浜河社区正在倾心打造的集办公、居住、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青年众创社区“浜河部

落”。据介绍，这一片区域曾经建筑违章搭建

杂乱无序，生活环境脏乱差。经过外立面整

治、给排水、绿化景观、智能化管理等一系列整

治，环境面貌焕然一新。随后，引入专业运营

平台，导入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新型产业，并

引来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

督查组对“浜河部落”将城中村改造与培

育新业态有机融合的做法表示肯定。

这是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城中村改造和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专项监督活动的一幕。

自去年12月以来，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市

委部署，“围绕一个中心、开展两轮督查、实现

三级联动”，开展了城中村改造和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专项监督，对 178 个城中村改造和

149个小城镇综合整治项目进行督查。

围绕中心 接力监督

城中村改造和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是杭

州实现城市国际化与城乡一体化良性互动的

基础工程，是建设美丽中国样本、提升人民群

众生活品质的民生工程。去年12月以来，上

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7个督查组，由常委会主

任、副主任分别带队，开展了首轮督查。

换届之后，新一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6个督

查组，坚持“频道”不换、焦点不变、重心不移、力度

不减，全员行动、接力监督，开展了新一轮督查。

督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采取实地视察、听取

汇报、上下联动等方式进行。市人大常委会有关部

门及时梳理汇总各组进度情况，形成督查问题专报。

在督查中，注重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邀

请部分专家型人大代表共同参与，充分发挥他们

的专业特长，为城中村改造工作献计出力。

截至目前，市人大常委会共开展督查活动

15次，督查城中村改造项目108个，参加督查

的人大代表171人次，提出督查建议64条。

肯定成绩 查找问题

在江干区，督查组发现，江干区各级干部

发扬铁军排头兵精神,全面推进城中村改造，

拆出了新变化、创造了新经验、营造了好风气、

带出了好队伍。江干区广大群众顾大局、识大体，支持城中村改造工

作，充分体现了江干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下城区，督查组发现，下城区党员干部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

头拆迁。在城中村改造中，下城区的草庵、沈家村村两委班子，相信

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做深做细群众工作，加快推进

签约、腾房工作，拆迁工作整体进展顺利。

……

督查组认为，各区、县（市）、各责任单位对城中村改造工作，高度

重视、组织有力、行动迅速、推进有序，整体态势良好。城中村改造不

仅使城市面貌极大改善，更让土地利用效率得到提升，让群众生活品

质得到提升，促进了产、城、人融合发展，为杭州在“后峰会、前亚运”

的新起点，加快城市国际化、建设世界名城开启了新的格局。

督查组指出，城中村改造和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中，也还存在规

划编制有待完善、拆迁融资难度增大、文化传承及文化建设需引起重

视、培育新产业需要提前谋划、回迁安置中的就医、就学难题亟待解

决等问题。督查组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聚焦品质 提出建议

城中村改造和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是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建设

美丽中国的基础性工程。市人大常委会督查组围绕整治工作如何进

一步提升品质提出意见建议。

——提高规划站位、加快规划编制。结合市委提出的城市国际

化、拥江发展等城市发展重大战略，坚持高标准、高水平，借鉴国内外

成功经验，对城中村改造后的功能定位、空间布局进行科学规划、整

体设计，加强与城市总体规划的有机衔接。

——强化全市统筹、系统推进。全市改造主体众多，改造政策存在差

异化现象，要加强统筹协调，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专题会议，研究各区城中村

改造中的重大问题，统筹区域间的政策平衡，系统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

——坚持民生为本、解决难题。统筹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管理各项

工作。加快安置房建设，既讲进度又讲质量，缩短回迁周期。坚持阳光分

配，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完善配套设施建设，解决好拆迁户的就学、就医

等民生问题，提升整体环境，改善居住品质，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重视产业发展、培育新型业态。加强对村级集体经济转型

的指导，培育符合当地实际的集体经济业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发

展新型产业，帮助百姓实现创收、增收。

——重视文化传承、加强风貌保护。注重历史文化遗存的挖掘

和保护，留住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文化“基因”，真

正让老百姓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为进一步推动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

服务保障工作再上新台阶，督查组有针对性

地提出了意见建议。

坚定信心 精心筹备
对杭州而言，服务保障全国学生运动会，

是一次巩固G20杭州峰会成果的良好契机，

也是一次筹办2022年亚运会的预演，是对杭

州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一次全面展示和检

验。要按照国家、省筹委会和市委的要求，进

一步明确目标，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大力弘

扬 G20 杭州峰会期间所彰显的爱国主义精

神、主人翁意识和文明礼仪风貌，精心做好场

馆改建、赛事组织、赛务保障、安全保卫、宣传

动员等各项工作，做到安全办会、文明办会、

节俭办会，让举办一届精彩的全国学生运动

会成为弘扬G20杭州峰会精神、放大峰会效

应的最好样本。

落实责任 合力推进
按照“省市联动、以省为主，条块结合、以

块为先”的基本原则，加强领导，统筹协调，弹

好钢琴，合力推进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加强与

省筹委会、区对接保障组、学校工作组等多层

次的沟通联系，确保信息畅通。市政府相关职

能部门、有关城区要按照分级负责、分工合作

的要求，结合各自职责，明确责任、落实人员，

确保任务到点，保障到位，责任到人；要进一步

强化服务意识，主动对接赛点学校，提要求、问

需求、供服务，加强业务指导，加强督促检查，

切实帮助学校提升赛事运转水平。各承办学

校要按照运动会的要求，抓紧完成场馆改造工

作，同时根据已明确的工作方案，切实做好环

境整治、接待保障、安全保障、医疗卫生、交通

保障、食品安全、氛围营造等工作。

注重细节 落实措施
加强安保、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环境保

障、交通保障等各方面工作，关注细节，细化

措施，确保服务保障工作不留盲区，善始善

终。加强开闭幕式场馆、各比赛场馆的供电

保障，指导学校落实整改措施，组织开展应急

演练，确保用电安全。

加强对饮用水和比赛场馆、驻地、周边公

共场所的卫生监督检查和指导。加强对承

办赛事学校的医疗卫生安全隐患的监督检

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注重食品源头管

控，对供会的食材及各类原辅料的生产商、

供货商、种植养殖基地等开展食品安全评

估。集中力量提升运动会涉及的22处比赛

场馆，以及重要活动场所和重要交通枢纽周

边的道路、沿街立面的环境质量。各承办学

校在场馆改建、辅助用房配建，以及校园环

境提升整治过程中，要着眼学校长远发展和

赛后利用，既坚持质量标准为重，又节俭办

赛，努力打造校园硬件建设精品工程，服务

学校未来发展和学生全面成长需要。针对

本次运动会点多、面广、人众的特点，在举办

期间临时新辟优化线路，加大高教园区及相

关赛点学校周边线路的运力配置，及时做好

地铁、公交等方面的线路衔接和公共自行车

服务保障。

加强宣传 营造氛围
要高度重视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的

舆论宣传，充分调动和利用各类公益宣传广告

资源，配合省级媒体，推进落实属地宣传和氛

围营造工作。要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

媒体形式，充分开展运动会的宣传及志愿者征

集活动。要充分利用地铁、公交等流动性载

体，加大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开展公益宣传、广

告宣传等的力度，形成运动会的流动风景线。

要适时利用西湖周边、钱江新城两岸的亮灯工

程，努力为运动会营造祥和喜庆的气氛。要大

力弘扬G20杭州峰会期间展现出的主人翁意

识、爱国主义精神和文明行为精神面貌，形成

全社会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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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焕然

9月4日至16日第十三届全

国学生运动会将在杭州举办。本

届全国学生运动会是将大学生、

中学生运动会合并后首次举办，

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全国学生

体育赛事。随着运动会开幕日期

越来越近，杭州准备好了吗？

为切实加强对第十三届全国

学生运动会服务保障工作的监

督，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服

务保障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

的相关工作进行了专项督查。

今年4月至6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

市服务保障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的相关

工作进行了专项督查。在两个多月的时间

里，市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加强与省筹

备委员会的沟通联系，并赴市政府有关职能

部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在实地走访、听

取汇报、座谈交流的基础上，6月中下旬，市

人大常委会又分三个组，赴杭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西湖区、余杭区和拱墅区的相关学校进

行现场督查，并召开汇报会，听取了市政府及

牵头职能部门、有关区政府、相关承办赛事活

动的学校的工作汇报。

督查组发现，自国家确定由杭州市举办第

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以来，杭州高度重视。

市委将“全国学生运动会服务保障”列入

2017年杭州市重点打好的“六场硬仗”之一。

市政府相继制定完成了第十三届全国学

生运动会服务保障工作总方案，以及“五组”、

“六区”工作子方案。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有关城区和承办学校迅速行动，加强与省筹

备委员会的对接联系，积极组织开展了周密

细致的服务保障工作，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有

序推进，为运动会的顺利举办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本届大学生运动会场所涉及 22 所在杭

大中学校和六个城区。各承办学校密切配

合，制定总体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本赛区的

服务、接待、宣传、安保、项目合作等具体操作

细则，场馆改建、环境提升、赛务保障等工作

做到了保质保量、按时有序。

“六场硬仗”之一 杭州高度重视“六场硬仗”之一 杭州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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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体育健儿在杭州的赛场上“奔跑”

杭州准备好了吗？
市人大常委会督查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服务保障工作

开幕式表演团队成员在排练

目前，全国学生运动会开幕已进入倒计

时阶段，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也已进入全面实

施和迎接赛会的关键时期，时间紧、任务重、

困难多、压力大。通过这次督查，也发现了

服务保障工作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如校内外

之间、校与校之间、省市区之间的无缝衔接

程度还有待提高，大宗食品的源头追溯机制

有待完善，部分学校的用电安全还需加强，

社会知晓度还需提升等。

进入倒计时 查漏补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