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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社会资本改造老旧小区

“石家庄市作为国家确认的首批生物产

业基地，全国重点工业城市，老旧小区所占比

重较大。”市政协委员郭金岭对石家庄市的老

旧小区做了详细了解，在郭金岭委员看来，老

旧小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排水不畅、

道路破损、路灯不亮、绿化率低、供电设施不

完善；环境脏乱差，卫生死角多且无人保洁；

多数老旧小区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没有规

范的物业管理和服务标准，而且普遍无保安，

有的小区楼栋分散，没有安防措施，治安状况

不如人意。

郭金岭委员建议，对老旧小区应由政府

主导，合理规划，引进有实力的社会资本进行

改造，从根本上解决小区环境脏乱差现状，提

升居民生活品质。

同时，加强综合整治力度，由街道办事处

牵头，协调居委会、住建、城管、环卫等部门同

步探索小区长效管理机制，从指导小区成立

业委会入手，引导居民逐步提升小区环境卫

生意识，政府给予政策、资金、技术、人员等方

面支持，建立健全灵活有效的管理机制，政府

还可根据小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扶持政策，

考虑小区需求，提出鼓励方向，以奖代补，激

发小区居民动力，促进良性循环。

依法加大占绿毁绿处罚力度

物业、业主私自侵占公共绿地甚至毁坏

绿地也是居住小区的主要问题之一。民革

石家庄市委调研中发现，尤其在老旧小区

中，普遍存在违规加盖或者扩建房屋；个别

居民圈占楼前公共绿地种菜、养鸡；物业管

理服务企业在日常管理服务中，因为管理

维护不当，导致小区公共绿地草皮、树木枯

死，又不能及时补植，以致小区环境每况愈

下等问题。

占绿毁绿问题愈演愈烈的原因，与小区

业主、物业服务企业缺乏相关法律常识和爱

绿护绿意识有关，另外，居住小区在建设管

理、园林绿化等方面的执法缺位，也导致各种

违法问题得不到及时查处，在一定程度上放

纵了居住小区内的占绿毁绿行为。

对此，民革石家庄市委建议，按照《石家

庄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条例》，由园林绿化部

门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开展居住小区绿化

专项检查，重点对上述违法占绿毁绿行为进

行查处，根据违法违章事实进行处理，对擅自

在居住区绿地内搭建构（建）筑物、铺装改变

绿地性质，必须恢复原状；改建成停车场，原

则上必须恢复原状，如确实需要保留的，由全

体业主大会同意后，出具相关证明到区城管

部门申请，经区城管部门初审后报市城管委

审批；在居住区绿地内堆放、搁置等占用绿地

的，必须予以清除。

同时，加强对建设规划项目的绿地率的

监督管理，针对旧村改造、老小区改造、工业

企业等执行绿化指标不到位，以及部分企业

侵占绿地、土地抛荒等现象，出台《公共及附

属绿地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加大对侵占和损

坏绿地行为的巡查、处罚力度，采取有效措

施，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强化管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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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马线前
人与车要相互礼让

机动车礼让行人的举措得到了市民的广泛赞誉，斑马线前也出现了许多感人的瞬间，这一看似简单的规则，

已经成为衡量一座城市交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但经过半年多的实施，问题和弊端也逐渐显现。人车矛盾到

底该怎样解决，斑马线前又该如何礼让，也成了两会上热议的话题。

从表面看，斑马线界定的是人与车之间的先后次序，但实际上协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构建的是整

个城市的文明秩序，行人在斑马线上的鞠躬致意，是用最传统的方式向社会传递了感恩礼让的素养，彰显的也是

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政协委员们坦言，斑马线前，人与车的相互礼让才是最好的安全保护绳。

2017年5月15日，石家庄市

发布交通秩序大整治最严交规

20 条，对行经斑马线不礼让行

人 的 机 动 车 ，罚 款 50 元 ，记 3

分。此交规的实施，对确保道

路交通畅通有序，预防和遏制

交通事故起到了重要作用，但

逐渐显现出的问题和弊端也不

容小觑。

市政协委员丁文仓发现，目

前绝大多数机动车驾驶人知道

斑马线前需礼让行人，但行人对

“礼让斑马线”认识不足，觉得

“礼让斑马线”是机动车的事，过

斑马线无论什么情况都要“车让

人”，一些自行车、电动车、三轮

车也跟风而行，造成了行人、自

行车、电动车、三轮车乱闯斑马

线，耽误机动车的正常行驶，造

成交通拥堵，甚至导致交通事故

发生。

民革石家庄市委调研中也

发 现 ，机 动 车 驾 驶 者 避 让 行

人的意识逐渐增强，但“过马

路 不 看 车 ”的 现 象 却 一 直 存

在，尤其在交通繁忙地段，行人

在通过斑马线时晃晃悠悠、接

打电话、嬉笑打闹，使机动车驾

驶者对于“礼让斑马线”的规定

心生不满，甚至出现“路怒”现

象。

李天委员也直言，“车让人”

措施让个别路段的交通追尾事

故量增加，人车矛盾加剧。李

天委员举例，在礼让过程中存

在由于光线、天气等客观因素

难以识别斑马线；机动车由于

在线前紧急制动而造成追尾；

人流量特大的斑马线路段（如

河北博物院附近），由于人流量

一时相对集中，出现机动车举

步维艰等现象。

本报记者 刘岚

问题 建议

斑马线前的
人车新矛盾

涵养马路文明也需要有效的措施

保障。李天委员建议，适度设置人行道

指示信号灯。根据实情，应在抓拍不礼

让行人行为的人行道处设置信号灯，根

据人流量的日常变化合理设置信号灯

的启用时段或启用方式，一是以信号灯

闪烁来明确机动车与行人的通行时

间。二是以通行信号作为违规处罚的

依据，而不是以行人走不走，什么时候

走作为处罚机动车的依据。

另外，以“问计于民”为契机，建立

省会公安交管部门与市民对接的常态

化沟通机制。省会公安交管部门应设

置专门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地搜集汇总

整理市民反映的对于城市交通路线、划

线、标识、信号灯设置或使用的问题，以

便及时纠正问题，消除交通隐患，保障

市民文明出行。

“可通过优化执勤出警模式，进一

步强化重要区域、重点路段、大型路口

的机动车、非机动车“斑马线”交通秩序

管理，严查违法行为。”丁文仓委员坦

言，处罚不是目的，目的是营造安全文

明的交通环境，所以在加大对“礼让斑

马线”交通违法行为打击力度的同时，

要耐心做好对交通违法驾驶员的交通

法规教育，对轻微违法行为以教育为

主，处罚为辅，对严重交通违犯行为则

绝不手软。

民革石家庄市委则建议，将面部识

别系统推广到全市，监管对象应为所有

出行人员。对于违反交通指示的人员，

不仅要由交管部门严格处罚和教育，而

且路口的显示器要3天内滚动播出违反

法规人员的动态图像。通过这样的监管

手段，以增强文明出行、安全出行意识，

最终达到无论有无摄像头或交警，大家

都能自觉主动地遵守交通规则。

“礼让斑马线”是对生命的尊重和

保护，是体现一个城市文明的重要窗

口，但好的举措得以落地需要大家的共

同努力。

丁文仓委员建议，要通过不断地宣

传教育，提醒机动车驾驶人斑马线前减

速慢行，确保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行

人，杜绝因突然减速而引发交通事故。

在增强机动车驾驶人“礼让斑马

线”意识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行人

正确通行方式的宣传，对突然闯入斑马

线造成机动车措手不及或在斑马线上

无故逗留致使交通拥堵的“任性”行人，

也应该通过细化规则加以规范。

引进社会资本
让老旧小区换新颜

近年来，随着石家庄市城市建设步伐的

加快，一批环境优美、管理规范的新建小区

展示了城市风貌，但老旧小区环境“脏乱差”

问题痼疾难消，“新”“旧”形成的鲜明对比，

也让老百姓对整治老旧小区环境并推行物

业服务的需求越发迫切。两会上，这一民生

问题也得到了极大关注。

本报记者 刘岚

斑马线前人与车要相互礼让

设置信号灯明确通行时间

通过监管增强文明出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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