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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摊贩成群 一半干干净净

百米解放桥 摆摊何时清

一层9户改出11个门

“窗改门”治理遇难题

僵尸车当仓库 马上治理

高村百年坑塘
亟待整治

居民楼旁堆垃圾 全部拉走

栅栏里面丢垃圾 集中清整

装修垃圾堆小区 乱了邻居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赵煜 文/摄

10月20日晚，备受游客推崇的解放桥
上出现奇特的“景观”，以桥中缝为界，一
半桥面干干净净，来往的只有行人和车
辆；另一半桥面人行道上，接连摆出13个
摊位。干净的一半属和平区管理，摆卖的
一半属于河北区，用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
会工作人员的话来说：“河北区没盯住。”
城市管理需要有温度，同样也需要常态化
和精细化，影响交通和城市形象的“烟火
气”并不是人们想要的。

现场：解放桥上摆摊 以缝为界

解放桥原名“万国桥”，是我市河北
区与和平区的过河通道，北端起于河北
区的海河东路，南端接入和平区的解放
北路，是我市一条重要的城市干道。桥
梁全长 97.64 米，桥面宽 19.5 米，桥面为
双向四车道。

10月20日18时左右，刚刚下过小雨，
天气不算好。记者来到解放桥，从解放北
路沿着人行道一路走向海河东路方向，桥
面上一个摊位都没有。可从海河东路返
回解放北路时，情况却截然相反，木板材
质的人行道上，摊位一个挨着一个，一路
走一路数，共有13个摊位，其中有卖脆皮
肠的、有吆喝卖冰糖葫芦的、有现做现卖
熟梨糕的，还有卖冰箱贴、手工雕刻品、鲜

花的，甚至还有一个“烟摊儿”，摊主直言
“只卖进口烟”。记者和摊主们聊天，发现
绝大部分并非本地人，来解放桥摆摊，目标
顾客是外地游客。

现场还有个奇怪的现象，这些摊位只
摆到桥中缝的位置，再往前走一个摊位都
没有。“怎么都在这边摆？”面对记者的疑
问，一个摊主回答：“过了这个缝儿就是和
平区地界了，那边管得严，不让摆。”

市民：多次反映解放桥上摆摊问题

对于解放桥上摆摊问题，今年以来市
民多次反映。4月16日、9月11日、9月18
日、9月19日，均有市民在“政民零距离”平
台反映解放桥桥面占路摊贩多，到处是垃
圾和油渍。市民呼吁，不能让占路摊贩毁
了天津这座历史老桥。“我是一个土生土长
的天津人，我特别心疼被油渍糟蹋的解放
桥。”“难道解放桥需要靠臭豆腐、烤冷面、
铁板鱿鱼来吸引游客吗？”“我真心希望天
津在吸引更多外地游客的同时，也能保持
格调与特色。”“让海河的水干净地流淌，让
每一座桥都保持风采。”

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在回复市民关
于解放桥上摆摊问题时证实，解放桥由三
区共同治理，“按照2023年解放桥区域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边界界定划分工作会议要
求，该区域执法事项依法由河北区、和平
区、河东区三区行使。”

开栏语

城市管理收纳张张面孔。在市民和外地游客的眼中，城市的各个角落同

样是城市的名片，如何擦亮这一张张名片，让城市的面孔更加整洁，取决于城

市管理的水平与精细化。近年来，随着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天津之美随处可

见，津城之景美不胜收，但不可否认一些问题的存在，比如占路摆卖、乱停乱

放、道路难行……即日开始，本报记者将深入城市的多个角落，用眼用心观察

城市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以期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及时采取措施解决，让我们

城市的每张面孔更好看。

街道综合执法大队：住建委执法更专业

区住建委：街道执法更有优势

解放桥一半摊贩成群，一半清清静静，
究竟怎么回事？和平区小白楼街道办事处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加大执法力
度，每日专人定岗盯守解放桥上摆摊问题。
严格的执法起到一定的作用，现在摊贩基本
不敢在和平区一侧摆摊。

河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一直重视解放桥上摆摊
的执法工作，采取光复道街综合执法大队专

人定岗、支队设巡查岗的双重管理方式，每天
三班倒来盯守摊贩摆卖。10月20日晚上有
雨，天气不好，且18时左右正好是交接班的
时候，执法人员到岗时间晚了一点，没想到就
被摊贩钻了空子。他们意识到，执法一点空
白都不能有，必须无缝衔接，避免此类情况再
发生。还要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与和平区
形成执法合力，确保解放桥干干净净，维护好
天津窗口的形象。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解放桥
区域涉及和平、河北和河东三个区。通过
多次会议研究行政执法划分，解放桥桥面
按照民政部门的行政区划，以海河中间也
就是桥的中缝线为界，津湾广场一侧为和
平区的管理范围，天津站一侧为河北区管
理范围。相关负责人还提到一个细节，本
来解放桥区域属于天津站地区综合管理
办公室管理，但在关于其管辖范围的文件
中，未提及解放桥桥面，所以最终经过会
议研究，桥面一分为二，分别由和平区和

河北区进行管理，河东区天津站地区综合
管理办公室负责天津站一侧海河边摆摊
问题的管理。

对于解放桥上摆摊问题，市城市管理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从6月份开始就要求和平区与
河北区联合执法，每天定岗进行管理。从目前
情况看，河北区在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疏漏，会
督促其加强。另外，负责人还告诉记者，城市
管理执法需要有温度，但也要有力度，下一
步，要求两区加大处罚力度，对摊贩形成一定
的震慑力，不敢再打游击和钻空子。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赵煜 文/摄

一层共9户人家，“窗改门”硬是改出
11扇临街门。而且改门的房屋一半用作
经营饭馆，居民们饱受污水、油烟的滋扰，
还要担心楼体抗震性能减弱。

9户改出11个门 居民不堪其扰

“你看，小区下水道经常堵塞，油污外
溢，楼前地面上都是油，散发出一股难闻
的气味。”近日，南开区王顶堤街昌宁北里
13号楼居民刘女士一边给记者看她用手
机拍摄的照片，一边无奈地说。“窗改门”
房屋用作经营饭馆，还存在卫生和消防的
问题，居民们不堪其扰。刘女士说，“窗改
门”本来就是违规行为，对建筑物安全有
影响，经营饭馆对大家正常生活影响就更
大了，应该尽快恢复房屋原状。

10月15日，记者来到昌宁北里13号
楼，这是一栋临街居民楼，一层有9户，在
房屋临街一侧，“窗改门”足足改出11个
门。在小区里，13号楼前几个污水井的井
盖和四周有明显油渍。居民告诉记者，3
天前街道刚派人来清掏污水井并用水冲
洗了地面。楼道内，经营饭馆的房屋防盗
门上罩着一层厚厚的油渍，邻居家的防盗
门上也或多或少有油渍。“遇到就餐高峰
期，楼道里有很浓重的油烟味，我们住在
这里，别提多难受了。”居民说。

“窗改门”治理难度大原因何在

在采访中，王顶堤街道办事处与南开
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提及，
“窗改门”是城市治理的难点。究竟难在哪
儿？根据他们的说法，主要有以下三点：一
是“窗改门”后的房屋用作经营，原则上不

应该颁发营业执照，但现在施行的“营业执
照承诺制”不利于“窗改门”的治理。“营业
执照承诺制”指的是在办理营业执照时，商
事主体可以自主选择住所（经营场所）信息
申报，而无需提交产权证明或村委会出具
的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二是执法边
界不清晰，街道与住建委的责权不清，导致

执法难。三是相对人违法成本低，容易出
现“反复清、清反复”的情况。

不过，记者最新了解到，南开区非常重视
“窗改门”的治理，由区领导牵头，联合多部门
研究解决方案，接下来将采取全面厘清部门
执法权限、冻结“窗改门”房屋房产交易、多部
门联合执法的方式，治理“窗改门”顽疾。

河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执法必须无缝衔接 两区形成合力

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一座桥两区管 合力不够

采访中，居民们表示应该严格治理
“窗改门”，尽快将房屋恢复原状。对此，
王顶堤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表示，法律法规
有明文规定，对于“窗改门”的治理，街道
综合执法大队行使的是行政检查权。他
理解，就是执法人员发现线索后，将其移
交给南开区住建委处理，因为对方才是房
屋拆改的主管部门。但现实中，南开区住
建委要求街道综合执法大队调查清楚房
屋底档，确定房屋确实存在拆改，还要给
“窗改门”相对人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可是像昌宁北里这样的老小区，建设于
上世纪90年代，执法人员去档案馆查了，
根本没有房屋底档。作为住建部门，应该
比我们在处理房屋拆改方面更加专业。”
负责人表示，之前昌宁北里曾治理过“窗

改门”，不久后“回潮”。
南开区住建委的工作人员则有着另外

一套说法，他介绍，南开区关于处理12345
热线群众反映问题的各部门权责清单，规
定“窗改门”是由街道综合执法大队走执法
程序，相对人不整改的情况下再移送住建
委。该委自己也有一套执法程序，相对人
如果不恢复原状，那么就要报请法院强拆，
整个执法程序走下来要一年多。在他看
来，街道在执法方面比住建委优势更大，依
靠网格员巡查机制，“窗改门”在改造过程
中就可能会被发现，可以及时制止，一旦改
完再拆就困难了。而对于“窗改门”，其坦
言，平日里对房屋结构安全没有什么影响，
但一旦遇上地震等自然灾害时，在强力震
动下，楼体可能会发生倾斜。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居民家厨房下水管道排水不通畅，多番查找原因，原来是
小区污水管道堵了，而惹祸的竟然是井盖和垃圾。

居民刘先生介绍，他居住在河东区二号桥建新东里，这些
天，自家厨房下水管道排水一直不太顺畅，“洗完菜，打开水槽
盖子排水，水要好半天才能排干净。”刘先生找到管道疏通人
员，对方表示，他家管道没堵，应该是小区里的污水管道堵
了。后来经过多番查找，才发现小区一个污水井井盖丢失，一
些生活垃圾被扔进井里，导致污水井被堵塞，其他居民家厨房
下水道也有排水不通畅的情况。为此，他也找了社区居委会，
向工作人员反映了问题，但问题未解决。

记者从二号桥街道办事处了解到，在接到居民的反映后，
他们已经派人清掏了污水井，目前井内污水水位处于正常状
态。至于丢失的井盖，经过协调，也已经安装好。

■ 本报记者 黄萱

近日，市民王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称，有居民
在小区内堆放装修垃圾，影响环境。

王先生家住和平区新兴街迎春里小区，在小区22门附近
有片空地。这片空地本是车位，但在20多天前，有居民将自
家的装修垃圾堆放在这里，而且越堆越多。王先生介绍，从刚
开始几个麻袋变成几十个，占据的位置从一个车位大小变成
了一个半。很多居民找过社区工作人员，也拨打过投诉热线，
都没有解决。

记者在现场估算了一下，王先生提到的装修垃圾有一米
多高，宽度至少两米。而且这些装修垃圾一部分装在麻袋里，
一部分散落在外，有风的时候，会扬起一些灰尘。

随后，记者联系迎春里小区所在的新兴街道办事处，工作
人员称网格员巡视时发现了堆放的装修垃圾，也与装修住户
沟通过。装修居民原定装修完毕后自行清理，但周边的宜昌
道修路，运装修垃圾的车辆进不去小区，因此没有及时清理。
“网格员这几日与这户居民再次沟通，对方称需要社区帮忙清
理。目前已联系保洁队，尽快将垃圾清理掉。”截稿前，该工作
人员回复，装修垃圾已经清理完毕，地面也恢复整洁。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北辰区京津公路边双发大厦底商被人用栅栏圈围，里面
丢了不少垃圾杂物，影响市容环境。

记者近日在现场看到，底商为铁狮子羊汤馆，位于京津路
与泰来道交口，餐馆朝向京津路一侧是窗。就在羊汤馆的窗
户这一侧，一人多高的栅栏从路边围到楼体外墙。栅栏内被
人丢了不少食品包装袋等杂物。旁边天桥上人来人往，附近
还有一公交站，人流量比较大。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不少市民
都表示，希望相关部门抓紧清理。

属地集贤街道办事处调查后回复，栅栏是街道在几年前
安装的，目的是围住里面的高压变电设施，避免路人发生安全
事故。圈围后，的确给环卫日常扫保带来困难，出现垃圾杂物
堆积现象。街道将组织彻底清整，还将不定期集中清整。随
后将在栅栏外围安装城市环境维护公益广告，美化环境的同
时，提醒人们爱护城市环境。

截稿前，集贤街道办事处回复称，现场已清理完毕，记者
随后在现场看到，栅栏里面清得很干净。该街称稍后将启动
公益广告安装。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河东区秀波园9号楼、10号楼是该小区高层住宅楼，两楼
并排位于津塘路旁边。近来，该小区居民发现，在9号楼旁小
区院墙内出现了一堆垃圾，有砖头废土也有生活垃圾。“旁边
就是轻轨二号桥站，轻轨车在高处来来往往，紧挨着轻轨有
这么大堆垃圾，太不美观。”反映人对记者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小区9号楼旁小区院墙内，堆放的垃
圾占地约10平方米左右，砖头废土和生活垃圾混在一起。9
号楼楼门前对面的公共空地上，也有破旧家具、生活废弃物
等，影响小区环境。

记者将情况通报给属地二号桥街福天里社区。街道和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立即派人到秀波园社区进行调查，据了
解，该小区物业公司说这里的生活垃圾和砖头是最近小区大
扫除和道路维修过程中堆放的，准备相关工作和工程完毕全
部清走。在街道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敦促下，该小区物业公
司已将堆放的垃圾杂物全部清走。

垃圾扔井里 堵了小区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文/摄

武清区高村镇高村内有一大片坑塘，
据村民说，至少有百年历史了。近年来，
由于坑塘边的沙高路上过往车辆增多、降
雨量大等原因，坑塘边的道路坍塌现象严
重，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

记者近日在现场看到，这片坑塘位于
沙高路旁，紧邻坑塘的人行道边缘坍塌，
严重的地方，几乎半边人行道塌方，长约
两三米。

高村镇河长办工作人员表示，高村有
三个坑塘，沙高路边的这个坑塘水域面积
为 18000 平方米，主要承接村内雨水排
放。其他两个坑塘都是活水，只有这个坑
塘是死水。今年雨季，高村一带的降水量
达967毫米，附近地下管网的水排入此坑
塘后，坑塘一度漫溢，又倒灌出来，沙高路
的排水井也往上冒水，形成大面积积水，
沙高路沿坑塘边缘被泡塌了。

工作人员说，雨季结束后，高村镇河
长办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此处坑塘还存
在底泥多年未清、水体浑浊等问题。经过
研究，决定对该坑塘进行综合整治，包括
清除底泥、水体治理、护坡加固、水利工程
建设、环境美化等。其中水利工程指的是
在坑塘两侧开挖水道，与附近的战备渠做
水系连通，使一塘死水变成活水，再到下
雨的时候，就不怕坑塘漫溢后倒灌了。

采访过程中，七旬村民刘先生对记者
说，“高村的坑塘，少说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了。”对此，高村镇河长办工作人员表示，
高村地处两市（北京市、天津市）一省（河
北省）交界地带，在着手高村坑塘整治计
划的同时，工作人员也查询了大量史料，
发现高村确实有很多有意义的历史文化
传承。

目前该整治工程已经过公示，相关资
金也已进入审批阶段，将立即着手整治。
至于是否会在此番整治过程中，将历史文
化内容一并展现，还要视资金情况及民意
调查结果再定。

■ 本报记者 黄萱

近日，市民张女士向本报热线23602777
反映称，小区内停放了几辆僵尸车，破旧不
堪又占据车位，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清理。

张女士家住河西区教师村社区，小区内

有几辆车常年只停不开，车辆轮胎瘪了，车窗
破了，车内堆满了杂物。张女士介绍，其中两
辆货车堆满了杂物，她曾经看到有人从车里取
东西。“我们是老旧社区，车位本来就紧张，再被
一些废弃车辆占用，更没地方停车了。”

日前，记者在教师村社区众多车辆中找

到了张女士所说的僵尸车，车辆看上去很破
旧，车身落满灰尘。
随后，记者联系河西区越秀路街道办事

处，工作人员表示会联系交管部门，先确认这
几辆车是否为僵尸车。该工作人员介绍，僵尸
车不是因为长久不开或是堆满杂物才叫僵尸
车，而是需要由交管部门来判定，如果确认是
僵尸车，社区会和交管部门一同清理，如果不
是，也会联系车主，要求其尽快将车辆驶离。

编者按

检验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重在细节。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文明程度

有了很大提升，但文明素养的形成难以一蹴而

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本报近期接

到多起投诉，都与垃圾有关。别看这小小的垃

圾，惹出的问题还不少。垃圾随手一扔，方便

了自己，却给我们共同的家园造成了“负面影

响”。希望此类现象越来越少，让我们的城市

从里子到面子都越来越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