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度杜绝“拖推躲”、科技解决“险漏丑”———

部分城市窨井盖问题成“老大难”，如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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窨井盖遍布城市街道，能否管好反映市域治理现代化水平。 此前，住
建部曾下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窨井盖安全管理的通
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加强相关管理。

新华社记者近日在湖南一些城市查访时发现，窨井盖沉降、破损、缺
失等问题仍较常见，有些井盖问题还存在“无人问津”或“久拖不决”，影
响市容又形成安全隐患。 “小井盖”为何成了“老大难”？ 破解老问题能用
哪些新办法？ 新华社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部分井盖成“地雷阵”“绊脚石”“陷人坑”

一些地方由于窨井盖与路面高度

差较大或井盖残破、缺损、侧翻等原因，
造成车辆损坏、交通事故、噪声扰民等
问题，令市民十分头痛。 有市民将避让
井盖的车技戏称为“绕饼”，列入出行必
备技能清单。

湖南长沙中心城区的人民中路是

交通要道。 从芙蓉路口到车站路口之间
约 2 公里路面上，记者近日粗略统计有
10 余块沉降、破损井盖 ，涉及雨污 、电
信、光缆、市政等各方面。 车辆行驶避之
不及， 便会强烈颠簸伴随响亮 “咣当”
声，如入“地雷阵”，伤车又危险。

长沙市城管部门工作人员称，有不少
井盖建在道路中间和车辆行驶轨迹上，由
于过去井身、井盖设计标准不高，长期承
压导致松动、沉降等问题。这类井盖“点多
面广”，更换、修复需要较长过程。

还有一些“问题井盖”威胁市民安
全。 记者在湘北某市见到，有些井盖横
在盲道中，成为“绊脚石”；有些井盖在
自行车绿道上， 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
个，其中不少已破损塌陷成坑；有人行
道上井盖，已缺失三分之一，缺口最宽
处达 30 厘米，井深达 1.8 米，大人孩子
稍有不慎就可能跌落，危及生命。

在湘北某市一住宅小区前的人行

道上，有一处检修窨井口没有井盖。 “井
盖都空了两三个月了，人来人往太危险
了。 ”在附近经营餐馆的谭女士说，她先
后联系了社区、管线单位以及市长热线

想补上井盖，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实
在不行只能自己用沙土把坑填了。 ”

监管维修“拖、推、躲”增大安全隐患
谭女士报修无果的遭遇并非孤例。记

者调查发现， 有城市部分井盖长期失管，
有关部门对于“问题井盖”的处理处置未
及时跟上，出现“拖、推、躲”情况。 “久拖才
决”甚至“久拖不决”增大了安全隐患。

今年 8 月，湖南常德市民通过互联
网反映，该市规划局围墙前的柳叶大道
辅路上写着“电力电缆”的井盖存在安
全隐患，影响出行，并上传了现场照片。

记者现场查访，看到两块水泥井盖
呈“V”字形塌落，最深处低于路面约 12
厘米。 机动车如不贴着隔离带一侧减速
通行，就会径直轧过，导致车身发生强
烈颠簸。 记者眼见一越野车轧过井盖
后， 车后备用轮胎被震落并滚出 10 多
米远，相当危险。

对此问题，常德市电力部门曾回复
称：“经核实，损坏井盖所在位置并非电
力通道，为其他设施冒用电力井盖。 ”直
至 10 月份， 这一处井盖最终由常德市
城市道路管理处修复。 该处负责人称，
该井盖属于没有实际利用的 “无主井
盖”，导致巡查、维护不及时。

记者数月前在常德市走访时，还发
现青年路武陵区药监局公交车站旁有

一处井盖缺失形成的“陷阱”。 原本两块
水泥井盖， 其中一块损坏掉落井内，另
一块对角折断后倒扣在井口。 此处周边
没有任何防护和警示，却是不少市民赶

乘公交车时的“必经之路”，存在安全风
险。 近日记者再往查访，发现窨井口仍
留下很大空隙，隐患并未消除。

据了解，该窨井属于常德市移动公
司。 相关工作人员称，正常情况下，问题
井盖修复时间为 3 天至 4 天，但此处因
井盖未及时到货，故迟迟未能更换。 11
月 13 日， 记者向市政部门反映该处井
盖问题，第二天便完成修复。

管好小井盖：
法治手段明权责 技术创新提效能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
湖南城市学院教授孙倩等专家认为，井
盖失治 ，原因有多方面 ：一是 “多头管
理、权责不明”，城市井盖权属往往涉及
排水、给水、电力、通讯、燃气、照明等 10
多家单位和多个行业主管部门； 二是
“监督和维护相分离”，街道、社区等基
层部门责权不对等，对负有维护职责的
部门没有调度权和支配权；三是对相关
设施设备投入不足，科技含量低。

据记者了解，一些地方通过治理能
力、方式创新，推动服务重心向基层下
移， 把更多配套资源下沉到街道社区，在

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方面做了有
益尝试，井盖治理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

以法治形式破除“多头管理”。 成都
市出台《成都市检查井盖管理办法》，建
立井盖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井盖监督中
心以及流程规范。 要求井盖权属单位应
于接到派遣 3 小时内进行应急处置，否
则由市井盖监督中心代为进行临时应

急处置，消除安全隐患；权属单位 24 小
时内无故未能完成修复、 重置等工作，
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处罚。 武
汉等城市还在井盖问题处置领域探索

实施“首问负责制”。
加大投入， 提升设置设备科技含

量，提高井盖问题治理效能。 南京市近
期启用了 50 套智能电力井盖， 一旦井
盖倾斜、 位移， 或者遇到非法开锁、盗
窃，井下淹水、设备自燃等情况，智能井
盖会及时定位报警，工作人员将第一时
间前往检修。 有关部门正考虑将相关技
术推广至雨污、燃气等其他市政管网工
程，解决传统井盖治理难问题。

在杭州，城管部门通过数字城管系
统为每一块城市井盖都标注了唯一的

数字识别码，实现了对问题井盖及时发
现、及时处置。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