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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创卫办 2021 年 4 月 14 日

创新作引擎 创卫新高地

——饶平县创新城市治理方式，以创卫刷新城市形象

“创卫”是完善基础设施、健全城市功能、改善投资环

境的基础工程，是为百姓建设宜居家园、提升幸福指数的民

生工程，是改变城乡面貌的总抓手，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引擎。自吹响创卫“集结号”以来，饶平县集中力量打好

城市治理“攻坚战”，立足当地风貌和特色，健全机制、创

新思路，用“绣花”功夫加强县城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县

城“颜值”，让人民群众在微观、点滴变化中感受到创卫带

来的环境品位、城市形象提升。

一、“四个固定”完善创卫帮扶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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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健全县城创卫帮扶长效机制，饶平县探索建立了

县有关单位挂钩帮扶黄冈镇村（社区）创卫工作机制，统筹

资源，夯实基础，形成创卫工作合力。一是固定帮扶单位。

将县属 86 个有关单位分配到黄冈镇 37 个村居联系点，并且

指定了牵头单位。二是固定工作责任。制订了挂钩帮扶工作

方案，责任单位班子成员实行包村包组包片，并为所包片区

的创卫责任人，从而压实压细创卫责任。三是固定对接时间。

规定周末（周六日灵活安排）作为对接帮扶的时间，既不占

用工作时间，又为县有关单位利用周末直接联系基层、联系

群众创造了有利条件。四是固定帮扶动作。由县有关单位干

部职工会同镇村干部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治理“六乱”行为，

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对创卫工作意见建议，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的卫生问题，同时宣传卫生健康知识，引导群众革除陋习、

树立新风，并把对接过程变成对基层创卫工作的督导过程，

既帮扶又督促。另外，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聚焦创卫工作，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或创卫志愿服务。

二、以“微改造”实现环境“精提升”。

“微改造”是当前城市治理中的一个有效手段，强调的

不是大拆大建，而是以修缮提升为主的改造方式，目的是通

过综合整治营造人性化、品质化的城市公共场所。近段时间

以来，饶平县紧紧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卫生热点、难点

问题，因地制宜，用小成本、小动作对辖区环境进行改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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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实现环境“精提升”。投入 170 多万元对新力路口小景

观处原貌通过铺筑小广场、砌筑树池、种植乔木绿化并增设

灯光等进行集中整治，建成一个面积约 1200 平方米的休闲

小花园；投入 60 多万元采取栽种乔木、花球、绿植等“见缝

插绿”手法对新车站环岛周边、新港东路沿线、沿河南路凤

江桥下段和石壁山牌坊周边等 2500 多平方米的区域进行美

化提升。

三、利用“见空建园”造景扮靓老城区。

一般城市的部分老旧公共区域日常管理无法跟上，常

常成为倾倒建筑废料、垃圾杂物的“首选”之地，白天清运、

晚上偷倒，防不胜防，久而便容易形成卫生死角、环境短板，

解决难度大。饶平县创新工作方式，以“见空建园”“见空

造景”等方式对这些卫生死角、环境短板进行精雕细琢，不

断提升县城“颜值”。他们采取“清、整、管、建”等综合

举措，将这些地方特别是对可塑性较强、位置较为中心、群

众较为方便的区域，通过“建园”“造景”，变废为宝，将

之变成公共场所，全方位提升县城发展品质。如总投资 124.6

万元，占地 1683 平方米的新港健身广场，建设有乒乓球场、

篮球场、健身器材区、文化长廊、公共厕所、绿化、照明工

程等配套设施，集休闲与健身于一体。又如投资 400 多万元

将位于饶平大道西侧的昔日荒园变成了占地约 1 万平方米的

县城西溪公园，极大地满足了县城城西片区群众的休闲娱乐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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