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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岗三班值守全时段全路段覆盖

根据通江大道桃贩出现的时段，
城管队员每天在6点-22点进行专项
巡查，每天6点-23点安排26个保安
分三班在欢门桥、安福桥、大明不锈钢、

通江大道辅路等多个点位进行值守。

2
建立沟通渠道实时跟踪动态
城管队员与守点保安建立“通

江大道桃摊专项工作”微信群，值守
保安每30分钟汇报一次工作动态。

3
电子监控+无人机巡查监管无死角

在通江大道大明不锈钢门口处
设立电子监控探头，云台控制、3D放

大、实况回放等功能实时监控桃摊出
入通江大道情况。

同时，配备专业级的大疆无人
机，不定期利用这台“天眼”巡查通江
大道，确保巡查监管无死角。

4
多方联合执法发挥整治合力
考虑到通江大道车流量大、车速

快，为确保整治工作的安全性，城管
中队、交警、公安部门开展联合整治，
分组从不同路段进入整治现场，对无
证桃摊进行集中取缔。

5
发挥主观能动性“未诉先办”成常态

加强通江大道周边店铺管理，特
别是加大对店外经营、违规设置“水
蜜桃”门头店招、撑牌等行为的管控
查处力度，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
先办”延伸，从源头上减少问题产生，
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提升周边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城管队员从7月份开始，至今80
天里，不论刮风下雨、凌晨夜幕、盛夏
酷暑，始终坚守在岗位上，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城管人的初心和使命,展现了
城管人的责任与担当。截止10月，共
出动城管队员300余人次、280车次，
开展集中整治23次，处理违法销售案
件12起、暂扣违法销售水蜜桃300余
盒、电动三轮车10辆，圆满告捷！

进入金秋十月，桃贩消失了，但
蟹贩开始蠢蠢欲动。为确保整治效
果不反弹、少反弹，锡山城管将继续
加大巡查力度，发现违规行为及时查
处，做到经常查、经常抓，巩固治理效
果。针对无证摊贩“钻时间空子”的
特点，利用午休、换班时间集中售卖
的情况，及时调整策略，建立和完善

“备勤管理”制度，安排执法人员错时
休息、错时执法，开展突击检查，有效
取缔无证摊贩，做到全方位、全天候
管理。

(锡山城管)

80天坚守通江大道！“无锡水蜜桃”城市名片保卫战圆满告捷
通江大道作为无锡主要快速通道，沿线市容秩序极其重要。今年以来，

锡山城管对通江大道沿线桃摊占道经营现象运用五项措施强化整治效果，至
十月已圆满落幕，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入夏以来，通江大道的桃贩屡屡逃避城管部门的管理，由于贩卖工具多
为三轮车、手推车等，设摊售卖的实桃少、空盒多，即使被查扣，实际损失也不
大；其次桃贩内部进行盯梢、报信、售卖等分工合作。桃摊数量多、经营时间
长，给城管队员管理上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据统计，桃摊最多的时候超过40个，经营时间从早上5点持续至晚上10
点。其中，上午6点至8点、下午16点至20点为集中售卖时段。

7月以来，锡山城管创新管理手
段，五措并举，在水蜜桃销售期间将
桃摊整治工作常态化，将管理成效落
到实处。

督查组将暗访情况反馈至青海省
和西宁市相关部门。他们表示，青海
社保平台上线运行刚一个多月，系统
功能确实还不够完善，业务办理人员
对相关业务还不够熟悉，尚处于线上
线下双轨制并行的磨合期，他们也收
到很多群众的投诉和意见。同时，大
厅服务管理和窗口配置、人员设置还
存在疏漏，多方面原因导致群众办理
业务排长队、难办理。对督查组指出
的问题，相关部门表示照单全收，并立
即整改。

19日上午，督查组再次来到大厅
看到，根据实际情况，企业申报窗口已
经由原来的4个增加至7个，并设置有
专职电话接听业务解答人员一个，大
厅内排队情况缓解明显，秩序井然。
大厅工作人员表示，17日和18日他们
还进行了针对性的业务培训。

青海省及西宁市相关部门负责同
志表示，根据督查组指出的问题和群
众反映的情况，他们还将结合现实举
一反三，尽快完善社保平台，进一步提
高服务效能，让群众能真真正正享受
便利。 （据新华社）

督查组暗访：

平台已上线依然排长队，
办个社保咋还得兜圈圈绕弯弯？

罗先生是甘肃兰州一家服装企
业的财务负责人，在西宁市城东区
设有门店。为了给公司一名员工补
缴养老保险，他近期没少往西宁跑。

“到大厅柜台被告知要在网上
平台办，回家后发现网上根本办不
了，打了20多个咨询电话始终没搞
清。”兜兜转转好几圈，这让在西宁

城东区市民服务中心补缴社保的罗
先生彻底“蒙了圈”。

无奈之下，他通过国务院“互联
网＋督查”平台诉说了自己的遭遇。

14日9时许，国务院第七次大
督查第十三督查组工作人员陪同罗
先生再次前往城东区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业务。在这个中心三楼大厅，
企业申报窗口前排起了长队，取号
后罗先生开始等待。

督查组随机暗访发现，不少人
和罗先生有类似的遭遇：

——系统不稳定，只能干着急。
在一个名为“西宁人社网上办事注册
咨询群”的500人群里，不断有人反
映“登录不上”“提交不成”“刷新不
了”，工作人员叮嘱再试一次，一名群
众无奈地说“我试了7次了”。

罗先生说：“网上填报时，早上

试一次不行，晚上再试一次还是不
行，公司员工不断催问是否已经缴
纳，这真的让人头疼。”

——填报成功后，还得到现场
催。专门为多家公司代办社保的张
先生说，他在这个平台上提交了缴
费基数核定申报，但是一直显示“待
办理”，也没有办理时限要求。实在
等不及了，他就到大厅现场来催促
工作人员审核通过，这才完成了业
务办理。

——系统欠完善，只得再跑
腿。在大厅，一名企业主说，网上填
报后下载的单据并没有电子印章，
他只得再跑到大厅专门盖章，然后

才能拿着单据办理其他业务。“看似
便捷，实际上还是费事，还得跑。”这
名企业主说。

督查组在现场了解到，原本提
供便利化的网上平台不但遭到诸多

“吐槽”，而且现场办理业务的群众
和网上没办成业务“带着疑问”前来
咨询的群众叠加，将队伍排得更
长。有的群众等了一上午还是没排
上，只好失望而归。

在等了3个小时后，罗先生终于
在柜台办理完业务。“绕了一圈，还
是回到柜台办。”他很不解，“先进化
的系统为啥难享便利，反而将业务
办理变得复杂？”

近年来，国务院多次出台政策要求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构
建方便快捷、公平普惠、优质高效的网上政务服务体系。

今年9月起，青海省社会保险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按照设计初衷，这一平台要实现“让信息多跑
路，市民少跑腿”。但不少群众却反映平台并不好用，一网难通办，不见面难办，而且圈圈弯弯也多。

暗访发现“绕了一圈，还是回到柜台办”

百姓遭遇 补缴养老保险，兜兜转转好几圈，最终彻底“蒙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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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表示照单全收，并
立即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