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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现场 我们在路上

搭起政民连心桥 多方合力解难题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即将过去的一年里，《天津日

报》海河之声以推动问题解决作

为出发点、落脚点，关注民情所急、民意所盼、

民心所向，深入新闻现场，追踪群众反映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

在这一年，我们听民意、解民忧、聚民智、惠民生，努力搭建桥

梁畅通渠道，促进党委、政府与百姓无障碍沟通，并取得积极成效。

在这一年，我们的记者一直在现场。蓟州区藏在山脚30多年

的大坑，我们调查了；躲在老式

偏单里对外出租的格子间，我们

采访了；天大附小被欺负的孩子，我们关注了；武清区断头

多年的翠西道，我们亲自走过了……

新的一年，我们还会在路上，深入调研、多方求证、客

观分析、推动解决，以社会效果作为检验工作的重要标准，让新闻更

有温度，让生活更有信心，让城市更加美好。

本报2024年7月5日刊发了《老式偏单隔出6间屋 竟不
愁租》一文，报道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周边，育贤里和环湖
南里的民宅内存在隔断房出租的现象。报道刊发后，这两个
社区所属街道——河西区天塔街道办事处对此极为重视，联
合区住建委执法队和公安机关，对辖区内所有出租房屋进行
排查和调研，出租屋内存在隔断情况的，全部拆除。5个月过
去了，私搭隔断的情况如何了？记者再次来到现场查看。
“没有隔断房了，单间出租，小间80元，向阳大间150元。”

记者连看了几家出租屋，都没有找到带隔断间的房子。
“自从7月开展了集中清理行动后，我们一直在做医院周边

社区治理，加强对日租房监管。”天塔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我们对医院周边社区日租房进行台账式管理，梳理形成
日租房底册121户，建立日租房房主微信提示群，强化社区与经
营人的沟通联系，同时强化巡查日租房基础设施等。”

属地的公安部门使用“云租警登”系统，由日租房房主录入
住宿人员信息，便于及时掌握租户信息。

滨海新区首创国际社区出租房也已
经清理完毕。滨海新区住房和建设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
们未来会加大对住宅内私自搭建隔断情
况查看力度。“我们今年已经拆除百余间
存在搭建的出租屋了。”

2024年11月8日，本报以《盗采沙土成大坑 藏在山脚
30年》为题，报道了蓟州区邦均镇夏各庄村附近一处因盗
采沙土形成的大坑，藏在山脚下30多年，存在一定的安全
隐患。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目前安全隐患被排除。

记者11月4日在现场采访时看到，大坑上方的山路有
小面积坍塌，部分碎石从山上掉落。路边安装有绿色的
安全护栏，但有两三处倒塌。近日记者再次前往现场时
发现，坍塌的路面已经维修好，周边所有缺失护栏的部分
均已经补齐，且整条路上的护栏都进行了加固处理。护

栏上还安装了“塌方危险，请勿靠近”警示牌。
邦均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天津日报》有关大坑的报

道刊登后，派人对大坑上方山路现场勘查并制订了维修计划，紧
张施工后，已经消除了隐患。虽然大坑暂时无
法处理，但为防止有人再从此处取土，大坑周
围安装了护栏，24小时上锁进行封闭式管理。

至于大坑是否会引发地质灾害？经过专业
人员再次到场勘查，确定大坑周边没有特定人
或物，不会引发地质灾害，周边村民可以放心。

2024年7月19日，本报以《物业公司干
的 已叫停》为题，报道了津南区双林街财信
河西府小区地下停车场突然搭建出来60多

个储物间的问题。报道引起重视，津南区住房和建设委员
会积极促进问题解决，目前已经整改拆除44个储物间。

记者近日从津南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获悉，经现场核
实，这些储物间为小区物业管理企业北京国兴三吉利物业
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加建，数量共计64个，已出租20个，收

取出租定金的3个，空置的41个，目前已整改拆除44个。已出
租的20个储物间，小区业主已交付租金并且与物业公司引进的
第三方经营单位天津市圣亿达建筑装饰工程公司签有出租合
同。该委已同20位租户召开了现场交流会，租户要求出租经营
单位退回租金并赔付相关损失，方可腾退储物间。“我们已经向
天津市圣亿达建筑装饰工程公司邮寄了告知函，下一步将与该
公司负责人联系，尽快解决遗留的20位租户腾退储物间的问
题，力争彻底完成整改事宜。”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原海门路菜市场拆除数年没再进行新的施
工，现场脏、乱，杂草丛生。相关部门在新闻见
报后火速行动，开工建设，目前已有2.2万平方
米场地投入使用。

按照规划，海门路菜市场原址要建成一座近5000平方米的体
育综合广场。因为一直没有开工建设，现场又脏又乱。

记者12月10日再次来到海门路市场，靖江路一侧的室外智
能健身园已建成，免费对市民开放，旁边1400平方米的笼式足球
场也已建成。足球场旁的一片空地上，工人正在施工。无论已建
好投入使用部分，还是待建部分，都很干净。

负责该地块看护运维的内环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
泰兴路一侧建成两个停车场，共计200多个停车位已投入运营，加
上靖江道一侧已投入使用的健身园和笼式足球场，共计2.2万平方
米已建设完成。工人正在施工的空地是一个小型停车场。剩下的
空地用于什么业态，目前还在调研中，待确定下来再进行施工。

2024年10月25日，本报以《高村百年坑塘亟待整治》
为题报道了武清区高村镇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坑塘雨后
水体浑浊、岸边塌陷等问题。高村镇政府见报后迅速行
动，招标确定施工队伍，对高村坑塘进行综合整治。

目前，坑塘内的水已差不多抽干，露出厚厚的底泥，相
关清淤工程也已开始。在此之前，该坑塘连接外部水系的
管道已经铺设完成，这是解决高村坑塘问题的根本环节。
长期以来，因为问题坑塘不与外界水系连接，只是“死水”，
所以只要降雨量大过其承受能力，水就会冲破堤岸，倒灌

旁边的沙高路。如今，管道铺完，待坑塘整治工程完成后，
再与管道接通，坑塘就成“活水”了，坑内水量大的时候，会
通过管道排放到附近河道中，不再倒灌。

记者从高村镇河长办了解到，施工自11月底开始，先
清理坑塘内的淤泥和垃圾，进行水体治理，目前仍处于水
体治理阶段。之后还要修整护坡种绿植，以及安装护栏、
宣传牌等。来年春天，天气允许的时候，还要在水里种上
荷花，安装设备，利用太阳能作动力源，实现对水体的常
态治理。

2024年9月20日，本报以《16亩绿地成自留地 无序种
植乱了套》为题报道了武清区下朱庄街亿利华彩城小区旁
16亩绿地被开垦成自留地。下朱庄街农业办公室在现场
张贴了告知书，要求“自告知日起一周内自行清理”，但三
个月过去了，公共绿地依然是居民的菜地。

记者联系下朱庄街，得到的答复是，“当时因为地里有很
多蔬菜和其他农作物，以自行清理为主，秋收后，街道统一清
理过”。但是，记者12月24日在现场看到，落款写着“9月11
日”的告知书还在，但是地块的“格局”没有变，一些比较耐寒

的蔬菜还长在地里，由各种材质搭起来标示“地盘”的栅栏还
在，收获完遗留的玉米、向日葵、芝麻秸秆还在，一些地块旁
搭建的看护小屋还在。一个偌大的冬青球告诉人们，这里曾
经是有规划的绿地，只不过现在爬满了已经干枯的瓜秧。

发稿前记者接到下朱庄街道办事处的书
面回复，称“将联合社区民警进行普法宣传活
动，做通群众工作，群众清理后，街道再统一
清理，恢复原貌。”至于为什么秋收后统一清
理过，现场依然存如故，却没在回复中体现。

2024年9月13日，本报刊发《“未移交”，难道就可以“懒
作为”？》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时隔三个多月，虽然道路依然
“未移交”，但有些问题得以解决，有些问题依然存在。在某
种程度上可以证明，“未移交”并不是跨不过去的坎儿，只要
有人担责，一切皆可有序。

记者日前再次来到河北区金品家园小区与铁路轨道之
间的那条无名小路，车辆乱停放的现象依然存在。虽然在车
辆明显位置张贴“有序停放”的通知，但看上去效果并不明
显。交管部门称，对这条路没有执法权，所以只能规劝不能
处罚，未移交导致的混乱无法根治。垃圾遍地的问题倒是解
决了，属地街道担负起日常清理工作。

东丽区霞宏道上的路灯目前全部点亮，车辆可正常通
行。在移交未完成之前，东丽区城投部门对该条路进行日常
维护，缴纳电费，点亮路灯保障通行。相关工作人员告知记
者，移交问题仍在进行中，目前不确定何时可以移交完毕。

洪泽南路与沐江道交口，垃圾遍地
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尖山街道办事处的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没有接到这
条路的移交通知，但我们已经开始负责
道路上的垃圾清理工作，有时候会因为
忙碌出现遗漏，但有居民投诉就会及时
处理。”

2024年4月26日，本报以《公园公厕 可否
对游客“友好”些》为题，报道了我市部分公园
公厕的设置、使用情况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报

道引起管理部门重视，陆续开放“问题”公厕，保证游客使用。
在之前的报道中，水西公园5处正式公厕因故障关闭，

只开放临时公厕。公园管理方介绍，今年5月份，正式公厕
维修好后已经对游客正式开放。冬季是游园淡季，游客人数
少，也是公厕的集中维护期。因为正式公厕内没有取暖设

备，管道容易上冻，11月份暂时关闭，现在有关部门正在采买取
暖设备，到位后将陆续开放正式公厕。目前，公园3处临时公厕
处于正常开放中，基本可以满足游客如厕需求。

北辰郊野公园管理方介绍，园内共有4处公厕，其中两处
位置比较偏僻，很少有游客，使用率低，所以暂时关闭。另外两
处属于游园中心区域，一处在郊野亲子乐园附近，一处在公园
停车场旁边，均在正常开放中。从4月26日到现在，8个月时间
里，公厕治理一直在进行中。

2024年 7月19日，本报以《泉丰路、翠
西道何时贯通 武清区滨海新区联手解决》
为题报道了武清区泉丰路、翠西道断头多

年，影响附近居民通行的情况。日前记者接到反馈，两条
路贯通工程已立项。

这两条路在杨村十中校门以北约50米处相交，均有
部分路段未修。附近居民入住多年，一直呼吁这两条路能
够修好贯通。

报道刊发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积极对接，反复商

议，最终决定拟由两单位分别实施各自权属范围内的建设
工程，共同完成打通翠西道、修建泉丰路与翠西道联通桥
梁、五支渠系两侧景观绿化3项工程。目前，与之相关的约
9600平方米国有土地征地工作已完成，还有约6400平方米
集体土地待征。已完成项目策划生成、立
项、勘察设计招标，正在办理征地手续，同
步进行勘察、方案设计等工作，预计2025
年4月底前进场施工，2025年12月底前竣
工投入使用。

“那个孩子怎么样了？”“如果需要，我们
可以为孩子提供帮助。”“事件发展如何？”“学
校和公安有说法了吗？”2024年10月5日，海

河之声版刊登《孩子在校被欺负导致手术？》一文，随后，本报热
线就不断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关注事件进展，关心孩子身心
健康。5月家长报案，9月24日立案，12月初终有结果。

今年4月份，天津大学附属小学学生李佳（化名）疑因
被同学欺负造成下体疼痛，进行了右睾丸附件扭转手术。
5月8日其父李先生报警，9月24日公安南开分局学府派出
所予以立案。12月初，李先生收到处罚决定书，内容大致
为：现查明2024年 3月 26日至4月 25日，在天津市南开区
天津大学附属小学内，违法行为人以拍打、推撞、按、脚踹、

吐口水等方式多次实施殴打他人、侮辱的违法行为，以上
事实有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视频资料等证据证实。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
二项、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第十二条之规定，现决定对违法
行为人不予处罚。

李先生说：“警方告知我，在公安系统的内部网上会有相
关的违法记录。也就是说虽然不予处罚，但会烙印在打人者
的档案中。”

立案结果已出，但天津大学附属小学至今没有任何解决
方案，对此李先生失望至极。

关于孩子，李先生为孩子找到了心理辅导的机构，每周都
有相关课程，希望孩子能从被欺负的阴影中走出来。

《3万平方米违建市场拆除 留下脏乱差》见报日5月17日

脏乱差已改变 居民可健身

《高村百年坑塘亟待整治》见报日10月25日

水倒灌初解决 水体还得治

《16亩绿地成自留地 无序种植乱了套》见报日9月20日

告知书没管用 菜还接着种

《公园公厕 可否对游客“友好”些》见报日4月26日

难用的公厕 8个月持续治理

《老式偏单隔出6间屋 竟不愁租》见报日7月5日

出租的格子间 5个月清理见效

《孩子在校被欺负导致手术？》见报日10月5日

被欺负的学生 要到说法了

《“未移交”，难道就可以“懒作为”？》见报日9月13日

“未移交”的坎儿 跨过去了

《泉丰路、翠西道何时贯通 武清区滨海新区联手解决》见报日7月19日

修路已立项 明年可竣工

《物业公司干的 已叫停》见报日7月19日

违规储物间 拆了44个

2024年 9月20日，本报刊发了《光伏还是违建 谁来判
定》一文，报道了津南区双港镇启迪协信科技园（又名恒生科
技园）内的业主，在自己公司楼顶加盖了一层房屋，对外说是
安装光伏发电设备。报道刊发后，津南区双港镇人民政府进
行查看。
“我们多次赴现场走访了解，同时与多个相关职能部门

函询电话沟通。”双港镇执法支队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无
法对光伏项目建设与其他建设关联性作出专业性判断，函询

相关职能部门亦无法作出判断。”
记者随后也联系了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科室，

就高层楼顶搭建光伏设施在高度和外围两个方面，有没有明
确要求进行了询问，截至发稿前尚未得到回复。

双港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仍无法确认相关属性，将
采取“街镇吹哨，部门报到”方式，召集相关职能部门集体研
判，依法依规确定后续处置措施。3个月过去了，镇政府给出
的答复依然是未来时。

《光伏还是违建 谁来判定》见报日9月20日

难断的光伏 3个月没闹明白

《盗采沙土成大坑 藏在山脚30年》见报日11月8日

大坑已上锁 封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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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爱青 赵煜 黄萱 房志勇 高立红 刘连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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