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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一层一级压实 问题逐条逐项过堂 项目一事一策落实

区城管局靶向推进“六保”任务落到实处
本报特约记者 屠兴权

姜堰区城管局 姜堰区融媒体中心 联办

根据中央、省、市、区
委关于“六保”决策部署，
区城管局紧扣省、市涉及
城市管理的两项高质量
发展考核指标，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优势，以发挥各
级党组织的强大战斗力
和党员、干部的先锋作用
作为重要突破口，认真排
查工作中涉及基本民生
实事的痛点、难点问题，
确保责任一层一级压实、
问题逐条逐项过堂、项目
一事一策落实。

推进城乡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我区城乡
生活垃圾已实现全量收
集、全量处理，处理率为
100%。今年 1-5 月份，收
集 、转 运 城 乡 生 活 垃 圾
71952.34 吨，全部送泰州
焚烧处理，处理率持续保
持100%。

推进居民垃圾分类
设施投放。我区 2019 年
城区居民分类小区覆盖
率为 80.22%，列全市第 1
位。今年上报省市城区
共有居民小区 188 个，该
局组建10个工作组，到各
个小区指导、督促垃圾分
类设施建设，目前已完成
180个小区生活垃圾分类。

推进餐厨废弃物回
收处置。围绕今年80%的
指标，该局加快与学校、
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小微
餐饮店签订餐厨废弃物
收集处理协议。目前已
完成与城区300多家单位
的餐厨垃圾收集处理协
议。1-5月底共计处理餐
厨垃圾1770.58吨。

推进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2019 年省厅认
定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率为 45.87%，位于全市
第 2 位。围绕今年省厅
下达的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率指标，该局积极与
区住建部门对接，做好今
年城区拆迁地段建筑垃
圾资源化处置工作，确保
拆迁地段建筑垃圾全量
资源化利用。

推进公厕人性化改
造。在现有 10 座一类公
厕和 47 座城区公厕人性
化改造基础上，再选择 5
座基础条件相对较好的
公厕，按照一类标准，进
行精心打造，同时新建 2
座移动公厕，做到地面不
滑、味道不臭、光线不黑、
蚊虫不叮、如厕有纸。同
时结合“城建惠民”“厕所
革命”等相关要求，制定

《奖补政策》，指导各镇、
街道分步实施农村公厕

升级改造。
推进生化处理中心建

设。围绕新建集城区粪便
处理、垃圾中转站渗滤液
处置和生活有机废弃物处
理为一体的生化处理中
心，继续跟进场地规划、工
程招标、项目实施、设备引
进等工作，全力确保 2020
年底完成基建项目，2021
年投入试运行。

推进城市立面出新
改造。坚持一手抓审批
监管，一手抓升级改造，
两手抓、两手硬。继续按
照硬化、亮化、美化标准，
精心策划城区姜官路、殷
唐 路 、前 进 路 402 户 计
3811.74 平方米店招店牌
改造出新方案，致力打造
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立
面样板工程，美化城市环
境，提升城市颜值。

城管窗口：“一案一办”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栾建

斌）近日，城管窗口向江苏
金海饲料有限公司发放全
区首张《餐厨废弃物收集、
运输许可证》，为企业发展
排忧解难。

据了解，江苏金海饲料
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单一饲
料、非食用动植物油脂收

集、运输、加工等经营项目，
申请办理《餐厨废弃物废弃
油脂收集、运输许可证》，系
全区首例。按照《江苏省餐
厨废弃物管理办法》初步审
查，姜堰区本地餐厨废弃物
收集、运输和处置许可，应
通过招标形式审批发放。
考虑到该公司注册资金、厂

房、设备、运输车辆等均符
合申办要求，且该企业已经
运行多年，是从外省、市收
集、运输餐厨废弃油脂。为
助力企业正常运转，工作人
员坚持“一案一办、特事特
办”，通过现场勘查、资格审
查、部门审核，在最短的时
间内为企业办理并发放了

全区首张餐厨废弃物废弃
油脂收集、运输许可证。

拿 到 许 可 证 后 ，该 公
司 负 责 人 连 连 称 赞 ，“ 感
谢，太感谢了，这对我公司
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后
此案通过梳理上报，获评
区行政审批局“优秀服务
案例”。

本报讯（通讯员 沈国栋）近
日，区城管局召开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部署会，要求系统上下
认真对照创建标准，下大力气解
决薄弱环节，补齐工作短板，做到
能快则快、特事特办、抓紧推进。

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充分
认 识 文 明 城 市 创 建 工 作 的 重 要
性，进一步提高工作的精细化程
度，用绣花功夫管理城市，切实关
注烟头不落地、遛狗要牵绳、设施
要齐全、广告高品位等细节问题；
要 压 实 责 任 ，积 极 实 行“ 路 长
制”。按照一路一长、条块结合、
属地管理的原则，将城市管理的
触角延伸到背街小巷，把城市管
理的责任落实到“最后一米”“最
后一人”；要抓好重点，拧紧“创则
必严”的工作链。加强农贸市场、
背街小巷等公共区域周边的市容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抓紧落实公
厕的人性化改造工作。

会议强调，全局上下要从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大局出发，从
提升市民生活环境质量的需要考
虑，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确保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不失分、多加分、得
高分。

区城管局按下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快进键

本报讯（通讯员 沈
国栋）眼下正是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 的 关 键 阶 段 。
针对群众举报的天目山
街道名人书苑小区内存
在大量飞线充电违章现
象，在前期广泛宣传，逐
门逐户发放《告知书》的
基 础 上 ，7 月 6 日 ，区 城
管 局 会 同 社 区 、物 业 及
天目山街道城管中队组
成 18 人的联合整治组，
对部分仍未自行拆除飞
线 的 违 章 业 主 ，进 行 集
中整治。

整治组分成两个小
组，围绕摸排确定的楼层
仔细搜索，发现有不少业
主私自接引电线到室外
为电动车充电或者用于
其它日常用电，随行的电
工立即将有插座的线路
进行封闭，对于高楼拉下
来的飞线，外接的则将线
路进行拆除及包裹裸露
线头，防止二次触电事故
发生。

据了解，该小区多户
业主在户外私自接线进
行生活供电，既对小区环
境造成影响，也存在安全
风险。此次整治共涉及
31幢楼计39户。

联合整治组集中
治理小区飞线

连日来，区城管局组织志
愿者深入包保路段，治理乱丢
垃圾、“小广告”、非机动车辆
乱停乱放等不文明现象，助力
文明城市创建。

顾冬梅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黄瑜）日
前，区城管局围绕提高餐厨垃圾
收纳处置能力等方面，开展“政务
开放日”活动。

蓝德公司代表结合餐厨垃圾
收置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进行了
宣传讲解，代表们对餐厨垃圾收置
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为部门推
进阳光、透明、开放的服务发挥了
积极作用。

截 至 今 年 5 月 底 ，我 区 已 有
504 家集中就餐的单位食堂、餐饮
企业签订了《餐厨废弃物收运协
议》。下一步，区环卫中心将从源
头抓起，深入小餐饮、居民区进行
宣传引导，全力提高餐厨垃圾处置
覆盖面、参与度。

政务开放共话餐厨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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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堰区人民法院 姜堰区融媒体中心 联办

深耕不辍三十载 忠诚担当铸法魂
——区法院“荣誉天平”奖章获得者们的故事

本报通讯员 陈颖娇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姜堰
法院，有这样几位“60”后——江学
道、王德武、杨京、夏志宏：他们曾是
一群追梦少年，辛勤耕耘数十载，只
为实现最初的梦想；他们 30 年磨一
剑，实现了从审判“菜鸟”到资深法官
的华丽蜕变；他们见证了司法事业的
沧桑巨变和蓬勃发展，谱写了姜堰法
院新的历史篇章。日前，区法院为他
们颁发“荣誉天平”奖章。据了解，

“荣誉天平”奖章是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7年11月设立,旨在对在法院工作
累计满30年、为法院作出贡献的工作
人员授予天平奖章，以进一步增强法
院工作人员的职业尊荣感和自豪感。

江学道
调解是门艺术合作才能共赢

1989 年，江学道从省司法学校
毕业，分配到区法院工作。他先后
在基层法庭、立案庭、执行局、民一
庭从事审执工作，担任过书记员、助
理审判员、副庭长、庭长，现任区法
院开发区法庭庭长。常年扎根基层
法庭的他，接触过不计其数的当事
人，加上大量的基层走访、调研经
验，让江学道深谙调解之道，并在实
践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调解方法。

在工作中，江学道非常讲究调解
艺术，他始终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
合的工作要求，力促定纷止争、案结
事了。他常言道：“法官做调解工作
不能以为给老百姓讲道理，要学会把
复杂的案件简单化，把家庭矛盾亲情
化，把生硬的法条温度化。还要根据
不同的案情，灵活确定调解策略。”

除此之外，江学道在调解中尤其
注重当事人情绪的掌控。部分当事
人在调解过程中言辞激烈，江学道并
不急着打断：“想要营造理性的对话
氛围，就要让当事人的不良情绪得到
适度宣泄。而且，在双方争辩的过程
中，往往更容易找准争议焦点、利益
平衡点、法理和情理的融合点。”

自江学道 2013 年任职民一庭副
庭长以来，其所在庭室的案件调解
率每年都超过 46%，从未有案件因
处置不当引发上访。

除了讲究调解艺术，江学道在
工作中非常重视团队协作。在他看
来：“一个人势单力薄，只有融入团
队才能利于不败之地。”

在江学道担任道路交通审判庭
庭长期间，该庭成立了 4 个审理团
队，每个团队每年审理交通事故纠纷
案件近400 件，快捷高效的服务受到
了广大群众的好评。如今，开发区法
庭积极探索创建家事审判品牌——

“艳雯芳家事驿站”，由穆艳、王雯、
卞芳芳 3 名女性工作人员组成专业
审判团队，专注家事案件审理。该
团队成立不满两个月，便收到多面
锦旗。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

奋蹄。”如今，江学道时常把这句话
挂在嘴边，在追求公平正义的道路
上，他从未停下脚步。“珍惜已有的
荣誉，继续为党的司法事业挥洒汗
水。”这是江学道对自己的承诺。

王德武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王德武 1989 年毕业于江西大学
法律专业，同年进入区法院工作，现
为区法院四级高级法官。自 2008 年
以来，他一直耕耘在刑事审判的第
一线，2013 年至 2019 年期间任区法
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王德武认为：“刑事法官责任重
大，一定要守好心中的天平，用好法律
这柄‘剑’，才能保卫姜堰一方平安。”

在一起危险驾驶案件的审理
中，一方当事人辗转得知自家和王
德武家存在亲戚关系，便想方设法
找到了他的号码，试图在电话中“攀
亲戚”“打招呼”，王德武在电话中对
该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告知
当事人：“一切都会按照法定程序进
行，你在家等消息吧。”不让审判工
作受到人情关系的干扰，是王德武
一贯的原则。

在当事人眼里，王德武是远近
闻名的“黑脸包公”。在刑庭，只要
提起王庭长，所有人的第一印象就
是：十足的“工作狂”。

“四楼还有灯亮着，估计又是王
庭长在加班。”“王庭长不是在加班，
就是在去加班的路上。”这些在旁人
看来难以理解的“疯狂”，在王德武
眼里却是再寻常不过的小事。用他
自己的话说：“我没什么其他的兴趣
爱好，唯独喜欢办案，即便牺牲再多
的个人时间，我也认为值得。”

刑事审判工作压力大、强度高，
但这些对王德武来说根本不成问
题。他曾经办理一起涉及 23 名被
告人、侦查卷宗达 81 册的特大环境
污染案，为将该案事实查清查实，王
德武先后投入了六个多月的时间，
一有空便翻阅卷宗、查阅资料，白天
开庭，晚上加班写文书。该案审结
后，共装订案卷 14 册，制作的判决
书达109 页，是基层人民法院罕见的
刑事案件。区纪委监委留置第一
案、泰州首例涉“套路贷”恶势力犯
罪案件、涉 31 名被告的“微信抢红
包”外挂软件案……这些大案、要
案、难案的审判台上，都少不了王德
武的身影。近十年来，他个人审结
案件总数近千件。

唯有热爱,才能抵御岁月漫长。
对王德武来说，从事审判事业的这
31 年时光如白驹过隙。他时常感
叹，如果自己再年轻一次多好，这样
就能再多敲几年法槌，在热爱的审
判岗位上多奉献几年。他秉怀一颗
对司法事业无限忠诚的赤子之心，
手执利剑、身披锋芒，践行着一名刑

事法官“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铮
铮誓言。

杨京
潜心钻研志做“学者型”法官

区法院速裁庭副庭长杨京，是
爱读书、爱写作的“学霸”。1989 年，
西北政法学院法学院毕业的杨京，
怀揣着对法官职业的憧憬来到区法
院，开启了审判生涯。

进入法院后，杨京先后辗转于
执行局、行政庭、速裁庭等业务部
门，也曾在审管办、政治部等综合部
门从事行政工作。无论身处何职，
他总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过硬的业
务水平沉着应对每一起案件的审
执、每一串数据的统计、每一篇文稿
的起拟。

“法官要真正做到公正司法，就
必须具备扎实的法学功底，只有对
法学理论深谙于心、对法律规定精
准理解并熟练运用，才能办好每个
案件。”在杨京眼里，学好法学理论
知识是干好审判工作的前提。

2008 年，杨京被调至行政庭。
由于过去长期在执行庭工作，审判
工作对他来说成了一项大考验。面
对纷繁复 杂 的 行 政 诉 讼 案 件 ，杨
京 开 始 逐 条 学 习 新 的 行 政 诉 讼
法，深刻领会立法本意，潜心研究
行 政 审 判 新 问 题 。 很 快 ，他 接 到
了进院以来主办的第一起诉讼案
件——一起商标侵权工商行政处
罚案。由于该案涉及商标是否构
成 侵 权 的 事 实 判 断 ，杨 京 查 阅 了
大 量 的 资 料 和 相 关 的 法 律 法 规 ，
将 不 懂 的 问 题 整 理 成 清 单 ，一 有
时 间 便 认 真 研 究 ，与 其 他 同 志 讨
论 ，向 经 验 丰 富 的 同 志 请 教 。 靠
着这股“钻劲儿”，该案不仅顺利
审 结 ，判 决 书 也 被 评 为 当 年 的 优
秀 法 律 文 书 。 此 后 ，杨 京 每 年 的
办案数量和质量都在庭内名列前
茅，无当事人上访、投诉现象。

杨京认为，法官不仅要树立终
身学习的观念，更要勤于思考，研究
问题。面对一些疑难复杂案件的审
理，杨京在分析总结裁判原理的同
时积极思考、潜心钻研，撰写了十
多篇理论调研文章，先后被《人民
法院报》《江苏法制报》《泰州审判》
等报刊采用，2007 年，他撰写的《试
论“善良风俗”应用司法裁判的理
论基础》在最高院举办的“佛山杯”
2007《中国审判》论坛征文活动中
获三等奖。

针对一些具有社会意义的典型
案件，杨京及时总结、精选案例，连
续三年撰写行政审判白皮书，受到
各行政机关的好评。2013 年，他撰
写的一篇关于工伤案件的司法建
议 ，被 泰 州 中 院 评 为 优 秀 司 法 建
议。一篇行政诉讼案例被编入《人
民法院案例选》。

回首过去的 30 年，杨京感慨法
院系统变迁之巨大，法治建设成果
之丰硕，自身的的审判经验也在不
断的学习中得到积累和提升。“读
书之余勤思多写，向老同志取经，与
年轻人共勉。”在杨京看来，干好审
判这行没有其他诀窍，一个“学”字
足矣！

夏志宏
法院人需有“甘当绿叶”的胸怀

“老百姓来法院是为了解决问
题，没必要在一个无解的问题上浪
费时间。”说这句话的，是区法院机
关党委党建办副主任夏志宏。自
1989 年在民二庭担任书记员起，他
已在区法院度过了30年光景。

工作中，他时刻谨记：“对党尽
忠，为民解忧。”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耐心调解，高效办案。

“他这人办案特别注重效率，今
天能做完的事绝不拖到明天。”这是
共事多年的搭档对夏志宏的评价。

在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中，由
于原被告对约定利息和还款时间争
议较大，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调解一度陷入僵局。“事不宜迟，准
备开庭。”见调解无望，夏志宏当机
立断进行开庭审理，下班后，他加班
加点撰写判决书，细心校对，第二天
便签发了判决书。

就这样，夏志宏逐步成长为一名
优秀的法官，先后多次获得省高院、
市中院及区法院表彰的先进个人、人
民满意法官、办案能手等荣誉，荣立
三等功一次。在他参与审执结的近
三千件案件中，无一件被定为错案。

“作为法官，最开心的事莫过于
审结一起疑难复杂案件，看到申请
人拿到执行款时的那张笑脸。”从事
审判执行工作 20 余年时光中，夏志
宏充实忙碌且乐在其中。

原本以为，他的法官生涯一定
会延续到退休，但 2014 年的一次意
外发现却彻底打乱了夏志宏的工作
和生活。在一次体检中，夏志宏被告
知脑部长了一个海绵状血管瘤，且已
有过出血，需立即手术。同年12月，
他进行了血管瘤摘除手术。由于眼
神经和运动神经受损，夏志宏术后出
现双眼复视、走路不稳等现象，经过
5年多的恢复治疗仍无法好转。

在夏志宏生病恢复期间，适逢
法院系统的司法改革，法官实行员
额制，他因身体原因未能入额。

经过长时间的利弊权衡和心理
斗争，夏志宏决定离开审判一线。脱
下法袍的那一刻，他的无奈与不舍化
为一句：“大局为重，不给组织添乱！”

工作岗位和职能的转变，并没
有让夏志宏在事业上有所松懈。在
纪检督察、机关党建等工作中，他努
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很快适应
并胜任了新的工作岗位。

谈到从审判员到监督员的身份
转变，夏志宏表示：“在人民法院这
个大团队中，每个人、每个部门都有
自身的职能和价值之所在。作为综
合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树立大局
意识，具备‘甘当绿叶’的胸怀，不断
提高自身能力，夯实业务基础，保障
好、服务好审判执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