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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大盖帽”当起“店小二”
在G60科技走廊感受城管护航营商环境新路子

走进企业聆听“痛点”

源头上对违法说“不”

和中心城区的城管中队有别， 经开区内有

2000 多家企业， 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总量巨大，

这样的任务对于这里的城管“店小二” 而言， 任务

是极其繁重的。

“每周， 我们的队员会对各个片区的企业垃圾

分类情况进行 2到 3次突击检查， 对企业存在的诸

如未按规定设置收集容器、 未分类投放等问题提出

整改意见。”

吴婷婷告诉记者， 在进企业检查的过程中， 不

少企业负责人询问， 规范设置收集容器的标准是什

么？ 如何正确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这些问题其实

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营造垃圾分类新时尚， 还得帮

助企业把硬件设施配置好， 更要进企业答疑解惑。”

为此， 松江城管“店小二” 一方面积极帮助企

业联系经开区管委会社会事业科牵线搭桥， 将垃圾

分类宣传手册、 宣传海报等资料及时发放到位、 派

送到位。 另一方面， 也主动走进基层一线， 开展普

法宣传活动。

记者获悉， 今年以来， 经开区中队先后为 330

余家企业、 在建工地进行了法制宣传， 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和法宣效果， 提升了企业按规投放的意

识。

在此基础上， 针对辖区内企业园区、 工厂、 在

建工地等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情况， 执法工作也在同

步继续。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8月 5日， 中队共发

放责令整改单 188张， 要求企业限期整改。 绝大多

数企业经过整改， 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

步， 对其中极少数的 7家屡教不改的企业依法进行

了行政处罚。

下一步， 经开区中队将加大对问题的复查频

次， 严密跟踪企业单位的整改情况， 对于拒不整改

或是多次责令整改而未整改的企业， 将严格落实复

查和处罚。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从市区方向途经闵行， 沿 G60 沪昆高速一路行驶进入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下简称 “经开区”）， 沿途视野变得

越来越开阔。 随着公路两侧鳞次栉比的企业园区和厂房建筑从眼前呼啸而过， “科技走廊” 像一副动态的画卷逐渐铺
开……

吴婷婷和她的经开区城管中队就管辖着这片 G60 科创走廊的松江 “主战场”。

43 平方公里、 2000 多家企业……以特殊的区域特色为依托， “城管大盖帽” 在这里转换角色， 主动当起 “店小

二”， 帮助企业探索建立 “一企一档” 的 “企业身份证” 的同时， 也在厂区垃圾分类、 违法建筑等精细化管理中探索

出了一套新方法。 近日， 记者走进 G60 科技走廊， 感受城管 “店小二” 的护航营商环境新路子。

“我 1月份来的时候， 这里还是一片空地， 从打桩

开工到现在看着它慢慢建起来， 这种感觉就像是迎接一

个新生儿的诞生。” 即便眼前的场景免不了尘土飞扬，

经开区中队中队长吴婷婷此刻站在国能新能源位于松江

出口加工区 B区的工地上， 依旧还是满心欢喜。

吴婷婷说这话， 是有依据的。 因为过去半年多以

来， 这里一直是经开区中队每周巡查企业的“打卡”

点。 而这样一种“接地气” 的方式， 也是经开区中队结

合大调研， 跨前一步做好“店小二” 的新探索。

“经开区承载了众多重大产业项目、 百亿级项目的

落地施工服务保障工作， 传统的城管执法事项涉及生活

垃圾、 违法建筑、 渣土运输等方方面面， 如果上门来回

检查， 势必会影响工程的进度。” 有没有可能让末端执

法向前端指导转移， 从源头上减少违法案件的发生？

经开区中队想到的是转变自己的角色， 化身“店小

二”， 进企业聆听他们发展过程中的难点、 痛点和堵点。

“像前期， 我们在巡查中发现， 中建八局承建的国

能汽车一期厂房建设工地未配备垃圾收储设施。 为即知

即改， 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施工负责人， 在教育整改过程

中才知道， 原来， 施工方正在积极准备办理相关手续，

苦于不清楚具体的申报流程， 才延误了申报工作。” 经

开区中队队员李凌告诉记者， 针对施工方的这一实际情

况， 自己和同事们主动指导企业生活垃圾收运申报具体

管理部门， 使其快速了解相关业务申报流程及所需材

料， 畅通各环节信息渠道， 在全面掌握相关政策规定的

前提下， 最终高效完成申报工作。

在此基础上， 经开区中队还瞄准了员工数量多、 易

滋生社会管理问题的园区， 设立了 21 个园区城管工作

室， 形成队员定点责任联系制度， 定期进访回访， 进一

步规范区域管理， 为工地规范安全施工， 融入 G60 科

创走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位于经开区中部的企业大多是上世纪 90 年代入驻

的。 随着经济发展、 产能提升， 早期建设的这些厂房由

于规模、 规划等原因， 已经不能满足现时生产的需求，

无可避免地出现部分企业私自搭建一些违法建筑物来满

足生产环保等要求。

“工业用地的违法建筑一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 像

这些老厂房， 很多还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吴婷婷和她

的队员们在执法过程中遭遇了难题： 不少违法建筑涉及

的是企业的设备房、 危废房等， 虽然面积不大， 但对企

业维持正常生产经营却至关重要。

“像有的企业， 会在两个厂房中间搭建跨棚， 本身

倒并不是为了占地谋取不正当利益， 而是为了在下雨天

作为装卸点进行临时周转的， 如果强行拆除， 那么这些

设备在淋雨的情况下极容易报废。”

吴婷婷坦言， 正是在走访企业的过程中， 城管听到

了这样的声音， “所以， 本着有安全隐患应拆尽拆的原

则， 对于部分企业确有实际需求需要保留的， 我们的执

法也并不是一刀切的。” 吴婷婷告诉记者， 通过与松江

区城管执法局法制科、 区规土局积极对接， 目前， 他们

正在设法参照商品住宅违建注记相似的方式来处理此类

违法建筑， 希望为这一类企业开辟绿色通道。

而针对像国能这样的在建工地， 城管“店小二” 带

着这些问题也为它们提前作了预警。 “我们会指导企

业， 图纸上设备房、 垃圾房都应该事先规划好， 预留好

一定的量， 避免后续违法建筑的生成。” 吴婷婷形象地

比喻， 这就好比为企业生成了一张“永久出生证”， 很

多问题都可以扼杀在萌芽状态。

在精细化管理的思路下，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 提供可追溯、 可复查的企业基础档案， 松江城

管经开区中队还积极探索建立了城管执法企业数据

库， 为企业办理电子“身份证”， 开发“松江城管

经开区中队执法数据采集平台” 系统数据， 形成

“一企一档” 数据， 运用大数据将企业基本信息及

存在问题系统掌握， 提供可追溯可复查的企业基本

档案。

目前， 这些数据包含了违法建筑、 工业垃圾、

餐厨垃圾、 生活垃圾、 户外设施等， 按照吴婷婷的

设想， 未来， 经开区内 2000 多家企业都能实现隐

患预判， 对于各类违法行为也能实现动态管理。

而针对辖区内工业建筑垃圾偷乱倒、 餐厨垃圾

非法收运处置等屡禁不止的乱象， 经开区中队同时

聚焦信息化技术与传统执法方式的高效结合， 通过

“技防 + 人防” 双管齐下的 24 小时监管模式， 力

争消除乱象。

“我们辖区的西部盲点较多， 去年下半年开

始， 我们接连发现那里动拆迁后尚未开发的沈溇村

附近有偷倒建筑垃圾的现象， 单从倾倒的现场我们

取不到证据， 建筑垃圾中也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

索。” 吴婷婷告诉记者， 有一次， 城管队员们伏击

了三天三夜， 也没找到是谁倒的。

捉贼拿赃， 如何才能拿到板上钉钉的证据？ 经

过与相关部门联动， 经开区中队开启了市容视频监

控点， 先后在辖区 6 个重点路段安装了监控点位，

“这些监控， 可以实时回传到队员手机和电脑后台，

可以说技防的有效补位， 有效规避了人防的死角。”

吴婷婷骄傲地告诉记者， 自此以后， 沈溇村再也没

出现过偷乱倒垃圾的违规乱象。

生成“永久出生证”

拆除违建有“温度”

“一企一档”数据

可追溯动态管理

先服务后执法

垃圾分类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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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 记者 王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