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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燕/文

秀洲持续推进“放心消费社区”共建

一直以来，秀洲区高照市场监管所以秀清社

区为试点，重点围绕老百姓的消费热点和易陷的

消费陷阱，持续开展放心消费社区共建行动，以实

现放心消费“共治共享”。

高照市场监管所强化源头治理，要求街区内

经营者将放心消费承诺内容及公约条款张贴于店

堂醒目位置，实行“谁销售谁负责”的主体责任

制。对于相对集中的餐饮单位，在开办时，高照市

场监管所要求其主要负责人接受食品安全始业教

育及岗前培训，并每年参加从业人员食品安全轮

训，保障街区饮食安全。

依托四个平台社区网格员，高照市场监管所

对街区内经营户开展了每月不少于一次的日常巡

查，并通过加强“你抽我检”，对街区内经营户开展

产品质量抽检。2018年以来，高照市场监管所积

极开展了流通领域服装、农产品等抽检，以及对

40 家餐饮单位食品原料、用具等开展了食品安全

快检。该所联合环保、行政执法等部门对社区百

姓普遍关注的油烟排放问题，进行深入检查，保障

街区内餐饮单位油烟净化装置安装使用到位。

高照市场监管所依托秀清社区社会组织孵化

中心，融合高照街道各类社会组织、沿街店铺、小

区物业等多方公益力量，共同参与“放心消费”建

设，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街区内“商铺创益荟”。

目前街区内近 2/3 的商铺均加入创益荟中，实现

了街区商铺之间相互监督，社区居民志愿者也能

有效反馈意见建议，互助互促。

完善消费权益保障机制是推进“放心消费”的

“防护网”。2018年，高照市场监管所积极构建消

费维权基层治理体系，在秀清社区主要路段秀清

路建设“文明驿站”，并实现了文明驿站、维权联络

站及高照市场监管所三级联动。依托“社区大讲

堂”、老年活动中心，高照市场监管所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社区消费教育引导活动，以提高居民维权意

识。此外，街区内经营户均设置了“放心消费意见

簿”，将收集到的居民评价和建议作为社区商铺“星

级经营公示”评定依据之一，公示于商铺门口；在街

区内全面推行餐饮服务单位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动

态等级公示外置化工作，督促商家强化主体责任。

结合“大走访、大宣讲、大解放”活动，根据收

集到的群众关心的街区热点问题，如餐饮行业的

后厨卫生、油烟排放，美容美发行业广告宣传、卫

生条件，培训机构的合法资质等，高照市场监管所

以各职能部门监管重点为依据，制定了各行业经

营的五星标准；由主管部门每季度对各单位“亮

星”经营情况进行考核，将结果公示于各经营户门

口醒目位置，使群众诉求得到反馈，让群众真正感

受到“放心消费在高照”的获得感。

最近，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王店派出所

户籍窗口帮王先生解决了一个困扰他多年的大问

题，这让王先生一家从此在王店真正扎了根，开启

了全新的生活。

因为户口问题，王先生得每天在海宁袁花镇

与秀洲王店镇之间奔波，接送孩子上下学。因为

户口问题，结婚十多年，王先生妻子的户口仍在安

徽娘家，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妻子至今仍然享受不

了嘉兴或者海宁的医保。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80年代的时候，王先生

的父亲是王店镇建设三建村人，与海宁袁花镇渔

业基的母亲结婚后一直生活在渔船上。王先生的

户口是随母亲的，是袁花镇渔业基的挂钩户口。

90 年代的时候，大部分渔民都上岸买房，不打渔

了。但王先生的母亲去世，父亲又因违法犯罪而

去监狱服刑，没有经济实力的王先生在袁花镇买

不起房子，只能回王店三建村与奶奶同住。

王先生的妻子是安徽人，因为王先生名下没

有房子，婚后妻子的户口一直没法迁移过来，也不

能在海宁或是嘉兴办理医保，有些小毛小病的，都

得自掏腰包。另一方面，王先生有两个孩子，户口

也是在袁花镇，因此读书只能在袁花镇就读。可

孩子还小，距离太远，不放心的夫妻俩每天都要在

王店镇和袁花镇两地来回接送，就这样，夫妻俩风

雨无阻坚持了整整13年，到如今小女儿也到了上

学的年纪。

王先生自己要打工，妻子又要在家做套口，眼

瞅着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十几年，夫妻俩感到心

力交瘁。再考虑到以后，孩子长大也要造房子，他

们几个人户口不在三建村，王先生的奶奶也年事

已高，全家面临着以后无房可住的危机。每每想

到这些，夫妻俩都觉特别没有归属感，但又生怕自

己父亲曾有违法犯罪的记录而影响户口的办理。

因此，这事儿成了王先生心里不敢言说的苦恼。

在秀洲公安开展的大走访中，社区民警陈新

兴了解到了王先生的苦恼。陈新兴记下了王先生

的基本情况，并向所里的户籍窗口反应了此事。

根据王先生提供的信息，工作人员联系了社区民

警进村走访，在村委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翻查老

档案资料。经过一系列核查，王先生所述与资料

反映的情况一致，考虑到王先生确实在生活中多

有不便，窗口工作人员联系王先生带齐了材料前

来办理了迁移业务。

随后，户口迁移办下来了。电话那头的王先

生说话声里有着掩不住的兴奋。他在电话里不停

感谢王店派出所户籍窗口的工作人员。“你们户籍

窗口的同志心又热，态度又好，因为户口问题，我

和我老婆压力也比较大，没想到一次性就办好了，

以后孩子在身边上学也比较放心，老婆也可以办

理医保了，日子越来越好了，多亏了你们。”

陈晓/文

最多跑一次，让渔民在岸上有了“根”最多跑一次，让渔民在岸上有了“根”

根据“珍爱生命，铁拳护航”交通安全大会战

有关要求，为保障公交驾驶员安全驾驶，嘉兴市

运管局和嘉兴市交警支队在 2018 年 12 月初联

合在嘉兴公交车上推出了“平安守护员”专座。

目前，嘉兴的 2891 辆公交车上都设置了专座，运

行近一个月，入座率达到 80%以上，起到了应有

的作用。

市民董荣荣和老伴马阿姨刚走上 95 路公交

车就为了一个座位“争执”起来。这个座位就是每

辆公交上车后左手的第一个座位，离驾驶员最近

的“平安守护员专座”。任何一位具有正义感和责

任感的热心市民都可以坐在这个“平安守护员专

座”上发挥其劝导不文明行为、制止司乘人员矛

盾、宣扬文明乘车理念等职责。

这对老夫妻都是热心人士，只要上车看到没

人坐这个位置，董荣荣就会自觉去坐，而今天老伴

高阿姨也想当一回“正义使者”，于是就“争执”了

起来。高阿姨认为，这个座位意味着责任和担当，

每个乘客都应该去争抢这个座位。

十二月中旬，一位公交乘客因为不理解，谩

骂、手戳驾驶员，“平安守护员”专座上的一位市民

及时站出来，帮助制止这位乘客的不当行为。

公交车驾驶员 周仁春：“乘客替我解决了矛

盾，我就只管开自己的车，当然大家都更安全了。”

乘客和司机之间能有缘共坐一辆车就应该互相体

谅，彼此理解，这不仅是周仁春的希望也是所有公

交车驾驶员的美好心愿。

市民章阿姨是 95 路公交车的“常客”，“平安

守护员专座”刚设立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位

置是什么意思，后来听了司机师傅解释后，章阿

姨每次上车就去坐这个位置。她平时就是个守

规矩的人，看到那些无理取闹的人就忍不住要站

出来说几句。现在有了这个专座，她就更有底气

了，觉得自己是在守护一车人的安全也特别自

豪。

“现在很难抢到这个位置了。”越来越多的人

了解了这个专座的意义后上车专门爱“抢”这个位

置，章阿姨有几次抢到了也被别人说服坐到了后

面。章阿姨发现，自从设立了这个专座以后身边

“爱管闲事”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个专座

的设立让更多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不知不觉多了

一份责任感。

嘉兴市公交公司南湖分公司的经理陈青松介

绍，数据分析显示目前“平安守护员专座”的入座

率在 80%左右，以 40 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为多数，

其中不乏一些热心的老年市民。

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安守护员专

座”的设立就是要号召大家敢于“管闲事”，挺身而

出积极劝导不文明行为，杜绝可能发生的危险行

为，在社会上营造有正义感，有责任感的氛围，让

文明乘车、安全乘车的理念深入人心。当然，对于

见义勇为的行为，一经证实的，将第一时间积极向

相关部门申报，让这个社会的良心和正义得到应

有的保护和肯定。 时宇杰/文

设公交“平安守护员” 引热心市民积极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