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语：“百千万”集中走访调研活动开展以来，开发区各部门把倾听问题、解决问题

作为走访调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为基层和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期间，从党工委书记到各部门负责人，再到机关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他们的民情日

记记满了走访调研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即日起，本报开辟“百千万”专栏新系列之“调研手记”，让大家看看这些走访调研中的

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悟。

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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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沙

四月中旬起，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分局对辖区

内企事业单位食堂，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执法人员重点围绕各单位食堂主体责任、索证

索票、进货查验和台账记录等落实情况，经营场所卫

生状况，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等内容开展检查，同

时向食堂经营者及食品从业人员宣传餐饮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

目前，执法人员已检查开发区内企事业单位食

堂36家次，检查发现各单位食堂普遍存在未建立健

全台账记录等共性问题，个别食堂还存在从业人员

健康证不全、冷藏设备生熟混放、从业人员佩戴首饰

等问题。执法人员当场对存在问题的 21 家食堂下

达《监督意见书》要求整改。此外，检查过程中发现

3 家企业食堂存在无证经营的情况，现已全部立案

调查。

后续，对前期要求整改的单位还要进行复查，确

保整改工作切实到位。

本报记者 汤晓燕 通讯员 钱江

开发区单位食堂食品安全检查，其中21家须整改

“人民给我一方土，我还人民一座城”，走在

下沙新城这片热土上，处处令人心情愉悦。尤其

靠近西片的撤村建居社区，经济社会发展令人瞩

目，高沙社区就是其中大名鼎鼎的一个。这个只

有 0.35 平方公里，家庭 330 多户，常住居民 1800

人的“袖珍型”社区，从2002年撤村建居后，社区

集体经济总量从不足 3000 万，已发展到 8 亿元，

居民人均收入已达到11000元，是名副其实的富

裕社区，当地居民家家成为“小康之家”。

这段时间走访调研中，我与原书记张尔根促

膝面谈多次，与现书记周松贤和社区干部走街串

巷，与居民百姓座谈聊家常，了解了社区发展的

历程、遇到的困难，看到了老百姓最真实的状况，

听到了老百姓最真实的声音。对于高沙社区抓

住机遇，因地制宜找准致富之路，我也感受颇深。

把握机遇——造房子

2002 年，高沙村撤村建居完成之时，正赶上

浙江省最大的高教园区——下沙大学城建设，紧

邻高沙的第一座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从

杭州市区搬迁而来，高沙人看到了大学城就是人

流，人流量决定住房需求。

有了房子，就会留住人，就会带来人气。一

座座美丽的大学依次落成，高沙自建的房屋也一

座座拔地而起。从占地 3 万平米的一期教师公

寓开始，62万多平米的商业楼，6.5万平米的文渊

大厦，以及学源大厦、文盛公寓、文创大厦、四季

广场等等。年年都有房屋投资新建，初步算算，

七期房屋达到 17.1 万平米，每年租金收入可达

5000 万元，第八期建设出租后，社区每年的租金

收入不会少于 6000 万元，这可是一笔长期稳定

的收入。

我深深地感受到，高沙社区这条以房养老，

以房惠民的路子算是走对了。走访中，社区负责

人介绍说，高沙从去年开始，收缴租金做到“清

零”，这是非常难得的，房子能租出去不难，关键

是钱能收到账上。

社区负责人这种非常有底气，充满自豪的语

气，充分体现了高沙人始终践行人民利益第一，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为人先，敢试敢闯，

勇立潮头的拼搏精神，也让我们看到了高沙不松

劲、不歇脚，继续大步前进的决心。

顺势而为——整秩序

繁华之地，必有鱼目混珠。高沙商业一条街

建成后，一度成为有名的“小香港”，喜欢夜生活

的大学生、外来青年，齐聚这个弹丸之地，车辆乱

停乱放，酒后闹事打架，偶尔抢劫偷盗，让当地治

安部门大为头疼。

社区意识到，要让高沙持续发展下去，必须

有一个平安有序的生活工作环境。社区班子集

体研究，提出重管理，出重拳，坚决开展专项整

治。他们拿出几百万元的真金白银，建起专门的

巡逻队，24 小时不间断巡查整治，迅速扫除了治

安乱象，打架明显减少，偷盗情况也很少发生。

在整治环境卫生方面，高沙人也甘愿出钱出

力。就从整治“油烟乱排放”这件事上说，高沙舍

得投入，一次拿出400多万元，组织专家会诊，邀

请卫监、安监专业部门指导，对所有小餐饮店全

部统一安装烟道，油烟净化器，配备冰箱和消毒

柜，从业人员全部持证上岗，对那些不配合的经

营户，社区多管齐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教育

整改一片，关停取缔一批，整个面貌焕然一新。

同样，在五水共治、拆除违建、十小行业整

治、十大专项行动等工作上，高沙社区也是这样

一件一件做，一项一项抓落实，打赢了各项重难

点问题攻坚战。

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出现这样那样问

题，是视而不见，还是直面正视，这个需要勇气，

更需要决心和毅力。面对问题，高沙人敢于亮

剑，在边整边建的基础上，坚持迎难而上，扛起了

应尽的职责。而这种精神和态度，非常值得我们

学习。

保障发展——抓安全

老百姓生活稳定，对安全品质提出了更高要

求。高沙社区从老百姓最关心的食品安全入手，

搞好“菜篮子”工程。

这几年，对高沙农贸市场全面开展升级改

造，设置市场监测室，对不放心食品源头把关；安

置检测播放台，实时通报曝光违规行为；设置顾

客服务台，及时提供咨询服务，一系列硬、软件的

改善，农贸市场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变。

在民生安全方面，高沙人也动足脑筋。在煤

气瓶管控上，高沙社区多次调研，创新性地提出

“五个一”工作法，即每户上门宣传一次，每日温

馨提醒一次，每日专业检查一次，每户建立档案

一个，每户根据需要免费更换软管一根。尤其是

重点针对老年用户等特殊群体，多次上门提醒，

手把手教会他们各种操作方法，并对减压阀、连

接软管及灶具等反复检查，杜绝发生煤气泄漏事

件。

此后，高沙社区再没有发生过一起此类安全

问题，煤气瓶管控的“五个一”工作法，也因为切

实有效被作为成功经验在开发区范围内推广。

高沙社区管好百姓的“菜篮子”，控好居民的

煤气瓶，表面上看着事小，实则关系百姓安危，关

乎民生福祉。

这次走访调研，让我深深感受到，只要真心

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就一定能够得到

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确保各项重点难点工作的

推进。

造房子、整秩序、抓安全
高沙的新时代发展之路

——“百千万”蹲点调研手记

政法委专职副书记郭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