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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文明身边的文明

井盖，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
的设施，它的身影遍布城市各个角落，
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井盖，与
相连的供水、燃气、电力、通讯、给
排水等各种功能地下管线于一体，就
像一根根城市的血管供养着城市的发
展，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
和生命线。

井盖虽小，长年经受着风吹日晒、
车辆碾压的同时，破损、缺失的井盖如
果得不到及时修复，隐藏着不可预知
的安全隐患。一段时间以来，三明城市
管理部门开展井盖文明的专项行动，
守护市民脚下的文明与安全。

脚下的文明
3月底，有市民在“e三明”上反映：

在三元区东新四路与列东街路口的人
行道上，通讯井盖下沉严重，希望尽快
修复，并附上现场图片，12345 管理中
心及时将情况转办，相关单位迅速行

动，安排人员对井盖周边路面进行修
复修整。

井盖是民生问题、热点问题，统计
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至 11 月累计受
理e三明案件925件，占0.22%。井盖作
为公共设施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在
小区和大街上随处可见。如今，井盖类
别不仅有污水井和雨水井，还涉及水、
电力、路灯、通信、电视、网络、燃气、公
安、消防设施（消防栓）、园林、信号灯
电源、电缆、化粪池、特殊井盖（国防及
其他专业井盖）等各类井盖。目前，市
政道路上窨井盖主要由各产权单位负
责建设、养护和维修，各级市政主管部
门负责监督协调。

近年来，随着城市道路的新、改、
拓建，井盖更多占据在路面上，加之机
动车辆逐渐增加，城市道路压力不断
加大，经过长时间车辆碾压、雨水浸泡
后，许多路面出现井盖失稳、破损、下
沉及井周环裂等情况，容易给行人、车
辆带来安全隐患；破损的井周、井盖在

车辆行驶过程中产生较大的噪声，给
周边居民带来了影响和困扰。

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井
盖治理方面，需要破解的难题不少，窨
井设施往往依附于道路，使用强度较
大，经常出现井座边缘路面破损、井座
下沉以及井盖弹跳、破损等问题。还有
在一些窨井已失去原来的功能后或井
壁未设置铭牌，一旦遇到管道迁改、地
块建设等，留存的窨井易转化为无主
窨井。

为此，市城市治理领导小组办公
室于去年底组织相关部门召开窨井盖
问题治理工作会议，部署开展市区窨
井盖专项整治行动。

智慧+文明
这次专项整治行动对市区井盖进

行全面摸排，确定井盖产权单位，建
立井盖归属权台账，一旦发现井盖存
在安全隐患，可立即通知产权单位进

行维修。对市区发现的无主管理状态
的井盖，组织各产权单位现场认领，
确实无人认领的井盖组织专业队伍进
行填埋，其间，市区共排查出9个无
主井盖，其中4个已进行封填。

此外，数字城管信息采集员加强
日常巡查，发现问题井盖及时上报，
同时井盖产权单位加强井盖设施的巡
查和养护管理。

智慧+，让小井盖的文明安全管
理升级。实施建设智慧市政井盖监测
系统，并在城市主干道窨井盖试点、
加装智能井盖传感器。目前，三元区
在新市北路、东新一路、东新二路、
列东街等道路建设智慧井盖98个，计
划一期安装智慧井盖308个。

在三元街某路段，工作人员向记
者展示了路旁的智能井盖，窨井盖
的背后，装载了一个圆形小盒子。

“这是智能传感器，通过井盖检测终
端，可对井盖倾斜、位移、水位等进
行24 小时监测。”市政中心相关负责
人说。

“由以前的‘被动发现’，到如今
的‘主动感知’，也为城市管理大数
据分析增添了井下数据支撑。”这位
负责人说。

随时可奔赴

4月1日，走进建宁县火箭救援队的
办公场所，不大的空间内摆放着救援装备
等，队长陈雁正和队员一起检查救援装
备。“想要最安全、最快速地完成救援行
动，这些‘大家伙’们，就必须随时保持在
最好的状态。”陈雁说。

这位 80 后是一名退役军人，加入建
宁县火箭救援队，他筹划已久。几年前，他
便注意到火箭救援队这个社会救援团队，
心驰神往。

直到 2023 年，得知建宁的火箭救援
队正在筹建，兴奋的他立即联系到三明市
火箭救援队总队长洪霞，最终成了建宁县
火箭救援队队长。

与陈雁一样，教导员陈日也是一名退
役军人，多年来一直坚持做公益事业，火
箭救援队成立之初，他便加入其中。

翻开记录本，一项项数据，书写了建
宁县火箭救援队的公益成就，记录着一个
个暖人的故事。

2023 年 10 月 25 日 9 时，接到群众求
助，万安桥附近有人跳河，队员们迅速抵
达现场施救。

2023 年 12 月 4 日下午，接到求助：3
日晚，一名孩子走失至今未回家。队员们
火速集结，与当地派出所联动，通过查找
监控，锁定大致位置，22时左右平安将孩
子找回。“孩子走失我们一家都急坏了，幸
好你们帮忙找回来。”家属紧紧握住队员
的手说。

“只要接到求助信息，立即准备救援
方案，救援结束后又各自回归平常生活
中。”陈雁说。为了完成救援，队员们一次
次冲锋在最危险的地方，有时通宵达旦。

用专业去践行

建宁县火箭救援队成立之初，可谓
“一穷二白”，设备、技术、人员都是难题。
购买专业设备、租仓库储存物资这些都需
要花费，救援时的车费、住宿费均需自筹，
几个月下来，队员们在救援方面有的已经
倒贴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刚开始时我们连个像样的办公场所
都没有，参加救援行动，设备还是借的。”
陈雁说。

在队伍里，刘华荣是当之无愧的技
术顾问。操舟训练、激流水域救援培
训，只要是对救援工作有利的，他都会

主动请缨自费去参加，回来后再将所学
一一传授给大家，动员大家一起去学习
更多的专业技能。

“救援队只有不断地学习和训练、最
大限度地模拟真实、复杂的警情，才能
起到应急救援的‘尖刀和拳头’作用。”
陈雁说。

“能在危急时刻帮助他人，甚至挽救
他们的生命，这份成就感，是其他任何东
西都无法替代的。”陈雁说。

井盖，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是再熟
悉不过的了，可正是这些遍布大街小
巷的井盖，让我们心生许多烦恼。要么
是井盖损坏没人更换，要么井盖被盗
不能及时补充，要么井盖跟地面有个
高度差而成为路上行人的障碍。总之，
井盖这些在身边随处可见的设施也影
响着我们的心情。

一些国家在井盖等市政设施管理
方面的做法，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日本
的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小镇都有着不
同的井盖，图案设计五花八门，井盖简
直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上面的图案会
告诉你这个城市什么最著名，什么最
好玩，或者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比
如，大阪的井盖上描绘的是樱花怒放
盛况，静冈县有数十种以富士山风景
为主题的井盖。日本是个自然灾害频
繁的国家，避难所周围的井盖上，除了
用箭头指示方向外，还涂上不同颜色
表示与避难所的距离，有些地区还在
井盖上装卫星定位系统，连井盖也充
当了向导。

对井盖的态度是人们对待城市设
施的一个缩影。在井盖设计、管理上的
用心，这是一种城市管理理念，也是一
种人文情怀。

细想，城市的人文关怀更多是体
现在城市建设的细微之处。城市设施
是为人们更舒适地工作生活服务的，
每一个细节都能使人在瞬间感受到一
种温情。在寒冷的冬天乘坐公交车，当
你的手接触到温热的扶手时，相信你
的内心也会被温暖到；当你走累了需
要歇息一下，能在不远处看到一个设
计精美的座椅；当你忽觉内急时，顺着
温馨的指示标记找到一个洁净的所
在，你会倏然心生惬意；当你到城市的
一个陌生角落或者是一个陌生的城
市，正在对路径有些迷茫时，不必刻意
寻找就看到一个醒目的指示牌，你会
感觉心绪豁然开朗。相信，这样的细节
越丰富，人们越能体会到城市的温暖。

上海世博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
更美好。一座城市，要为本市居民或外
来游客提供温馨、充满人情味、自然和
谐的城市空间。井盖文明，所指向的正
是对城市文明的深度思考，也是市民
热衷于走出城市，回归自然，对生活环
境的一种新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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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井盖 文明事
●全媒体记者 吴佳霖 文/图

公益救援 传递爱心
●建宁记者站 宁柳云 文/图

自掏腰包买装备，救援时的车费、住宿费均需自筹，水域救援、山野搜救、防汛抢险……在大大小小
的救援现场，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热心公益，以自身专长，在事故处置中发挥着特别的作用。

这是一支由退役军人、社会工作志愿者组成的社会救援团队。它，就是建宁县火箭救援队。

井盖维修

救援队员正在
检查救援装备。

道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