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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民生

“剿灭劣Ⅴ类水”是浙江全省一场自上而下的行动，台州温岭市内各条河道里的水几乎都成了“剿灭”对

象。在巨大的整治压力下，温岭市运用自己的智慧，研发出了一套全新、接地气的监督软件，试行下来收效明

显。这个监督平台一面世就收获好评，现在全省都要开始推行这个做法了。

昨天，钱江晚报记者来到温岭，亲身体验那里的治水工作是如何让老百姓一起动起来的。

让市民参与进来，温岭向全省推广治水高招

发现污水扫一扫微信
“河小二”立马赶到

本报记者 陈栋 文/图

自主研发群众举报平台
吸纳“河小二”来当“跑堂”

温岭团市委副书记林宇超说，他感触最

深的就是有些政府部门轰轰烈烈地开展一项

工作，执行到基层就变得不温不火了。“就好

像我们在那边自嗨，老百姓却参与不进来，呈

现上热下冷的尴尬局面。”林宇超说，“明明是

为老百姓办的实事，怎么会搞得跟他们无关

一样呢？”

林宇超分析，这种现象是因为市民参与

度不够。所以当河道污水整治的工作开展

时，林宇超就意识到这件事要改一改做法和

方式。

原先的常规做法，几乎都是政府在治

理，再安排河长监督，然后向单位和市民宣

传不要往河里排污和乱扔垃圾，争做文明市

民。“如果还是这么做，肯定依然是事倍功

半。”大家商量了很久，最终得出一个大致

的努力方向：让市民做主，他们看到河水有

状况，就可以“调动”工作人员去调查和处

理，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后，并及时反馈

给反映人。

但要及时作出反馈，单靠河长一人肯定

不够。“一般河长都是政府四套班子成员，平

时大小事务非常繁忙，精力有限。我们想到

在河长和群众之间设立一个‘传话筒’，所以

就有了‘河小二’。”“河小二”面向社会招聘，

有兴趣的市民、志愿者都可以报名参加。“‘河

小二’的作用就是把来自群众提出的治水问

题，及时地反馈给河长。”

“现在手机微信很普及，我们就设想，能

否开发一款软件，可以和市民随时建立联系，

他们发现问题后，通过简单的手机操作就能

把问题反馈上来”。青年服务中心主任应君

晓的部下都是一帮电脑高手，去年8月份，搞

了个简单的启动仪式后，大家就开始自主研

发这款软件。

到今年年初，这款软件终于成型，名字就

叫“河小二来了”，很有亲和力，但实际上它就

是一个给市民用的举报平台。

河边微信扫一扫就能反映问题
一般24小时内有答复

昨天，钱江晚报记者赶到温岭中学，多名

工作人员已经在学校内的后应河忙碌着。

经过前期的整治，眼前的后应河已经不

是工作人员口里描述的黑河了，青绿色的水

上漂浮着不少净化水质的植物，几个喷泉一

样的设备不停给河水增加氧气，防止水质恶

化。钱江晚报记者看到，4 名穿着救生衣的

工作人员正沿着河道内侧一点点往前挪动，

这是在检查有没有暗管在偷偷排放，另外有

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岸边安装标牌。

记者观察了其中一张安装好的标牌，

上面是一个清晰的二维码，边上则写了一

个编号。带队的青年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

任张献斌告诉记者，他们会沿着河道相隔

几十米设置一块这样的标牌，方便附近的

市民和学生可以在发现河道有偷排污水、

垃圾漂浮等状况时，第一时间向他们反馈

问题。

钱江晚报记者用微信随机扫描了一块标

牌上的二维码，立刻就跳出一个窗口，在上面

可以选择与标牌上编号相匹配的号码，随后

便进入反馈页面。记者看到，这上面有填写

要反映情况的方框，下面还有一栏“上传图

片”的选项，反映人可以将有问题的河道及河

水情况拍图直接上传，然后填上反馈人的联

系电话，最后才能提交。

张献斌表示，这些标牌就是和“河小二来

了”这套软件程序匹配使用的，市民填写后的

反馈能第一时间上传回来，负责相关河道的

“河小二”们就能在微信里收到信息提醒，及

时赶到现场查看核实，并且反馈给河长，第一

时间部署对应措施，及时解决问题。

“争取在 24 小时内解决问题后，我们就

会通过反映人留下的手机号码，将整治结果

以短信的形式发给对方，并感谢他对我们工

作的支持。”

张献斌透露，温岭市有34条市级以上的

河道，在继第一条北山河试点后，全市的其他

河道都在陆续设置这样的标牌并一一配上二

维码和编号，只要收到对应编号的举报，就能

马上查到是哪条河的哪一段出现问题，“这项

工作争取在4月份全部完成。”

同时，随着上标牌的河道增多，“河小二”

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目前已经达到千人。

试行一个月收效明显
收到有效举报49起

昨天在青年服务中心，钱江晚报记者带

着许多问题，采访了这套软件的后台工作人

员。比如“如果同个问题有多名群众重复反

映怎么办？”“群众反映的问题超出治水范畴

你们管不管？”等。

一名工作人员打开后台给记者看，记者

看到同一条河里的同一个编码上，有过的反

馈内容及回复都能看到记录。“所以热心市民

点开后看到如果有相同的或者类似的情况的

反馈记录，那就不会重复提交了。”

从 2 月开始使用这套软件一个多月时

间，他们已经收到群众提交的反馈信息 59

条，其中有效举报 49 条。记者看到被归为

“无效”的 10 条举报里，除了诸如“河道好漂

亮啊”之类的真实无效信息外，还有一些举报

信息内容实实在在，只不过是涉及沿岸漫步

道基础设施被损坏、河道上有村民私自拉网

等问题，跟治水工作没什么直接相关。那这

样的举报管不管呢？得到的答案是“闲事也

一并管了”。工作人员会把举报反馈给其他

相对应的部门，委托他们去帮市民解决。

据悉，温岭的“河小二”及二维码这套做

法行之有效，一经试用，就已经引来台州其他

县市区的学习和效仿，而这个做法目前也开

始逐步在全省推广。

扫一扫河边牌子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反映问题。

“河小二来了”微信平台。“河小二来了”微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