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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市政府倾听群众呼声又多新渠道

第二季度市民座谈会
网友从烩面和出租车说起
投资环境要体现在细节上
为进一步拓宽渠道，征集诉求，促进更多市民参与郑州市经济社会

发展。昨日下午，市委、市政府在商都网举办第二季度“优化经济社会发
展环境——市民座谈会”。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璋等市领导参加座
谈会。

座谈会上，网友、市民和商会代表从一碗烩面、一辆出租车说起，就
郑州投资环境的细节进行了有针对性和有建设性的发言。

网友“跟我回中原”指出，投资环境除了政策和政府服务等方面
外，更是体现在一些细节，“解决出行难，比如打车难，去火车站难，怎
么办？比如郑东新区吃饭问题，我们公司即将搬到东区，但那里要么
是高级酒店，要么就是临时棚子和农民工一起挤着吃，这个难题如何
解决？”

王璋倾听大家发言时，不时点头、皱眉，记录了满满6页纸。
“大家用敏锐的眼光，抱着负责任的态度，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建

议，是大家智慧的结晶。”王璋对市民提出的建议和意见给予充分肯定。
对于市民们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市纪委、市监察局、ZZIC将进行认真

梳理，跟踪落实反馈。
此次座谈会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监察局、ZZIC和商都网具体承

办，大河网、中原网、《郑州日报》、《郑州晚报》等支持。第一季度“市民座
谈会”于1月27日举行，主题是“我为畅通郑州建设支几招”。自上次座
谈会开始，市民座谈会形成制度，每季度将召开一次，成为郑州市委、市
政府定期了解社情民意，倾听群众呼声的一个新的渠道。

晚报记者 辛晓青 实习生 王瑜

在郑州市委督查办提供的一份“郑州市评优评
差项目表”上，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十字路口交通秩
序、窨井盖、违章停车、绿地游园、农贸市场、公厕等
26项民生细节赫然醒目。

记者了解到，所谓的“评优评差”机制是指，从
2010年11月起，郑州市启动对项目表中列出的民生
事项，由郑州市委督查办组织新闻媒体、青年志愿者
及社会团体等以暗查暗访方式，每月一次“评优评
差”，并在地方媒体公布结果。并规定，一次被“评
差”，督查办向责任单位下达整改提示函；两次被“评
差”，责任单位负责人要接受组织部约谈；三次被“评
差”，调整责任单位负责人工作岗位。

该举措一实施就产生了巨大反响。由于管理养
护不到位，郑州市一些游园绿地植株死亡，草皮残缺
不全，被市民调侃为“游园绿地变成垃圾场”。去年
12月，位于秦岭路与西站路口的“悠园”首批被评为

“最差游园”后，责任单位中原区绿化队迅速整改，清
理垃圾杂物和乱涂乱画的小广告，补种绿化树木、更
换损坏的座椅等设施，今年 2月，这个园被评为“最
优游园”。

“不仅被‘评差’的迅速改变面貌，全市绿地游园
管理都得到了促进和提升。”郑州市园林局绿化处处
长赵继光介绍，全市 208个游园绿地分属多个管理

单位，在“评差”机制下，各单位为避免被“评差”，都
进行了排查，落实了日常管理责任人，浇水，清理落
叶、杂物，修复受损设施都不敢怠慢，郑州游园绿地
环境卫生得以保持。

“评差，是逼出来的办法。”倡导采取“评优评差”
举措的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连维良说：“实
践证明，医治一些政府部门的惰政，鞭策比激励更管
用，‘评差’比‘评优’更管用。”

曾被市民诟病为“18个部门管不好的窨井盖”很
具典型性。以前，因窨井盖缺失破损而导致的行人
跌倒受伤事故时有发生，城管部门曾多次治理，但时
有反弹。窨井盖管理纳入首批“评优评差”事项后，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迅速召集相关的十几个单位，将
全市雨、污水收集井，自来水、天然气、热力管道井，
电力、通信电缆井等共14万多个窨井及井盖逐个确
认权属，明确责任。落实每日一巡查，发现损坏，三
个小时内更换到位责任制，使窨井盖管理有了着落。

“评差”机制有效促进了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
率。郑州市委督查办副主任何涛介绍，“评差”开展5
个月来，“评差”事项从最初的 14个增加到 26个，已
累计向几十个单位下达了整改函，目前还没有两次
被“评差”的单位。

新华社郑州4月28日电

“实践证明，医治一些政府部门的惰政，鞭策比激励更管用”

民生细节“评差”逼政府工作提效
新华社引用市民的话说：“管好老百姓的烦心事，评差真是高招”

“评优评差好，让政府部门不敢偷懒了！”“把老百姓反映的烦心
事都管起来了，评差真是高招。”

…… ……
近来，在郑州当地媒体和地方网站的“市民论坛”中，市民网民对

郑州市新建立的“评优评差”机制给予了热情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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