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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笔墨当随时代。舆论监督更应切中时代脉搏，为城市
发展中的痼疾开出良方。

2022年刚刚过去，春天在望。
过去的一年，本报围绕青岛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在

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聚焦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营商环
境、百姓办事难、社会治理等领域，舆论监督继续发力，全情
出击。40多个版面百余篇纸端报道、1500余篇网端报道相
继推出，以曝促改，以督提效。建设性、高质量的舆论监督
有力有效倒逼作风转变，成为青岛市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等重点工作落实的有力抓手。

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声成金石，字夹风雷。
过去的一年，秉承找准病根、标本兼治，制度创新、持续

推动的治理逻辑，坚持准确监督、依法监督、建设性监督，青
岛的舆论监督不断深挖、持续推进，寻求各种城市治理“疑
难杂症”的终极解决之道。

敢于亮剑，善于亮剑；全媒方略，合力出击。
过去的一年，为舆论监督探索提人气的传播路径，创新

接地气的传播语境，以“直通 12345”、曝光台、“我爱青岛·
我有建议·我要说话”（以下简称“三我”）特刊、“倾听与商
量”、民生在线、新闻内参为主的“1+6+N”新闻矩阵已然成
型，一个“市民有所呼、媒体有所应、部门有所改、整改有所
思”的常态化舆论监督体系日臻完善。

以曝促改 为创城保驾护航

曝光不是目的，促进整改才是方向；监督仅为手段，提
质增效方成终章。

2022 年，紧跟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的步调，本报舆论
监督栏目聚焦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中各类难点、热点、堵点
问题，尤其是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过程中的“老大难”问
题，推出了一系列监督报道。报道刊发后，各部门、各区市
积极回应、迅速整改，有效推动了城市建设的提档升级、改
善了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

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关乎城市形象，关乎市民幸
福。2022 年，本报舆论监督再次亮剑，为创城保驾护航。
从6月到9月底，聚焦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中的各类痼疾持
续发力，尤其围绕违法建设安全隐患、圈地毁绿扰民、公共
设施损坏、过城河道污染等困扰市民生活已久的“老大难”
问题，一追到底，闭环解决，以曝促改，以督提效。

小区各类乱象不仅让百姓诟病，更影响城市文明形
象。2022 年 7 月 22 日，本报 5 版刊发《居民很糟心，管理
待提升》一文，报道了平度市紫云盛家小区、崂山区松竹
新苑小区、市南区银川美居小区中各种乱象问题。随后，
相关区市迅速行动，制定整改措施。平度市加大了紫云
盛家小区现场巡查力度，并增设了充电车棚。崂山区排
查整理了松竹新苑小区的线缆，清理了楼道广告。市南
区也派出工作人员清除了银川美居小区的乱堆杂物，恢
复了楼道畅通。

公园的卫生环境和基础设施直接关系到城市文明指数
和百姓的幸福指数。2022年8月26日，本报6版刊发《休闲
公园：缺管少爱 美丽“打折”》一文，曝光了李沧区水上公
园、平度市围山河公园、市南区江西路游园环境脏乱、设施
损坏等问题。报道刊发后，相关区市马上清理公园卫生、修
复相关设施，为市民恢复整洁、舒心的游园环境。

无论是卫生死角，还是河道污染；无论是居民小区的琐
事，还是城市建设的大计，凡是与创建文明典范城市相关的
领域，日报的舆论监督都全面对照创城考核标准深入研判，
现场调研，以曝促改、以督增效。而这一切，无疑得益于“媒
体监督—部门（区市）整改—媒体回访”舆论监督闭环机制
的不断完善。2022年，通过 40多个版面百余篇纸端报道、
1500 余篇网端报道，“扫描”城市治理中的短板，推进城市
文明形象的全新亮相，高效舆论监督闭环机制正在成为城
市高质量整改的推进器。

完善的监督机制同样催生了整改“加速度”，在创城监
督报道期间，区市的反馈整改明显提速，许多区市、部门以

“闻过则喜、闻风而动、事不过夜”的作风立即整改。西海
岸新区黄河路农产品批发市场清洁干爽、城阳区奥园附近
人行道恢复平整、胶州市水寨农贸市场卫生死角清理干
净、即墨区和平广场健身器材焕然一新、莱西市威海西路
道路标线重新施划、市北区长沙路台柳路公交站顶棚修复
如初……一批百姓关心的问题得到了快速、有效解决。
2022 年，仅在观海新闻客户端的“您爱的城市 这里有变
化”栏目中，就刊发了 500余个曝光点位的记者回访，督促
问题整改，确保问题不回潮。

找准“病因”持续跟进整改

正如改革驶入深水区，经过四年的励精图治，舆论监督
也进入到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

实践证明，通过监督，有些问题可以“药到病除”，有些
问题却并非一蹴而就，尤其是涉及政策调整、部门联动、职
能壁垒等问题，需要科学规划，系统实施，持续督查。因此，
不图一时之快，而是致力于找到病根、标本兼治；不仅一事
一办，更是探索制度创新、机制升级，是2022年本报舆论监
督的治理逻辑。

2022年8月3日起，本报推出了《舆论监督·回头看》栏
目，针对地锁圈占车位、小广告泛滥、消防通道堵塞、散装水
乱象等市民吐槽的“硬骨头”展开深度回访，就整改效果和
督办机制深入调查，努力推动形成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的
长效机制，全面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公共空间被地桩、地锁、杂物圈占沦为“私用”，一直备
受诟病。2022年8月3日，本报推出了《圈占公共车位频繁
回潮》报道，对地锁、杂物圈占公共车位整治后回潮严重，长
期治理效果不理想问题进行深度调查。记者就如何长效治
理该处地锁、杂物圈占公共车位问题，与当地居民、各辖区、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等进行了面对面
探讨。经过半个多月的采访调研，不仅曝光点位的问题得
到现场整改，更督促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通过发挥智能交通
视频监控系统作用夯实取证处罚程序，推进市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探索建立远程执法信息平台，实现源头治理。

2022 年 9 月 14 日，本报刊发《井盖治理仍存“模糊地
带”》报道，反映市北区重庆南路、敦化路、连云港支路路口
附近井盖破损问题。报道刊发后，相关区市迅速在这些位
置安装了新井盖。然而，针对长期困扰百姓的井盖找不到

“主人”问题，本报持续跟踪，寻求长效解决之道，最终促成
市城市管理局出台井盖轮流处置机制和城市井盖联席会议
制，形成了协调联动、齐抓共管的井盖治理新格局。

随着舆论监督的推进，2022 年，本报不仅对老问题穷
追不舍，更把视角延伸到城市治理的新问题，地下车库无
信号接入、公共母婴室布局不均、银杏古树生存环境堪
忧、水电气暖信息单泄露隐私、智慧社区建设步伐缓慢等
新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通过刨根问底、持续追踪，实现
了许多共性问题从“就事论事改”向“举一反三治”的
转变。

2022 年 5 月 11 日，本报《曝光台》栏目推出了《银杏古
树“枷锁”中求生》一文，报道了我市一些街道的银杏古树树
池太小、土壤硬化、空间狭窄等弊端。报道刊发后，市园林
和林业局组织专家对报道中涉及的古树进行了现场调研，
提出了专业救治措施。同时，针对古树的长效保护，市园林
和林业局马上行动，完善了“一四一”古树名木保护和管理
体系，即建立一所线上“古树名木医院”，提供四项古树名木
诊疗服务，打造一套古树管理制度，通过动态普查筛选逐步
实现“一树一策”专项保护目标。

城市之嬗变，重在格局之变；监督之创新，贵在机制之
新。采访中，一位市直机关的公务员坦言，舆论监督向影响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亮剑”，关键一招就是从根
本上建立针对各种问题的体制机制。舆论监督工作抽丝剥
茧、深入腠理，不仅让这些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还牵动了政
策和机制之变。

机制之变，离不开新闻媒体与各部门的沟通协调。
2022年，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务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新
闻舆论监督、社会公众监督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推动了城
市治理的创新蝶变，让转作风与抓落实在一线“会师”。

“纸”“网”并行 回应“急难愁盼”

与时俱进是全媒体传播的精神内核，更是新时期青岛
舆论监督的价值取向。

随着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信息
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舆论监督的传播也逐渐从

“我说你听”向“请听我说”，从“单向输出”向“双向互动”，从
“一次传播”向“时时在线”转身。2022年，青岛的舆论监督
也正在持续经历着一次“纸”“网”并行、全媒联动的全链条
系统升级。

过去的一年，围绕党政所需、发展所要、群众所盼，本报
的舆论监督聚焦作风建设、经济转型、城市更新、环保督察
等重点工作，刀刃向内、提升“内功”；“纸”“网”并行、持续发
力，继续探索报网一体常态化舆论监督融合传播模式。在
跨媒介的融合语境下，在观海平台的技术赋能下，目前已形
成了以直通12345、曝光台、“三我”特刊、民生在线、新闻内
参为主干的“1+6+N”矩阵，不断完善“市民有所呼、媒体有
所应、部门有所改、整改有所思”的常态化舆论监督体系，为
全面营造青岛最好的舆论监督平台，推进青岛的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助力。

即时连线、及时督办。青岛日报社与市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联合搭建的“直通12345”平台，全线联通、即发即
转，即时关注群众的身边事、烦心事、操心事，及时跟踪整改
落实情况，在政府部门和市民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2022年，“直通12345”平台共转办8000余条来自市民、企业
的“急难愁盼”，部门反馈率达96%以上。

深度跟踪、穷追不舍。针对平台上的“老大难”问题，记
者即时跟踪，刨根问底，以回访促整改，以回访督落实。“记
者追访”栏目突出融媒特色，文、图、视频三位一体，打造出

“市民发声-记者响应-部门办理-记者回访”的完整交互传
播链条。百姓反映的问题不解决、解决不彻底、百姓不认
可，这个监督闭环就不放手、不歇工、不收兵。一年来，网端
共刊发追踪报道1500余条，促进问题解决、化解民情民怨，
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

小到道路上的杂草，大到公交线路的增设；小到门前的
垃圾堆放，大到城市的景观建设，2022年，本报的舆论监督
触角更细、更深、更广。比如，市民王先生此前在“直通
12345”平台留言，西海岸新区维多利亚湾小区六期周边公
交出行不便。本报记者随即开展了现场调查，最终在媒体
推动下，公交东 16路、55路、802路、825路 4条线路在此增
设了站点，满足了周边居民的出行需要，让百姓交口称赞。
又如，2022 年 5 月底，有网友在观海新闻客户端“直通
12345”平台留言，新冠高架靠近邮轮母港区域的桥下绿化
植物出现枯萎现象，影响市容市貌。在记者的持续关注下，
市北区城市管理局绿化公司将该处改造为海螺等海洋主题
的硬质景观，获得了周边居民的认可。

伴随着媒体融合的加快推进，也为做深做透舆论监督
提出了新挑战。如何精准把握定位、创新路数打法，从选题
取材、角度时机、政策分寸、力度大小等需要更多的智慧和
定力。可以说，一年以来，无论是“直通12345”平台的在线
督办，还是“记者追访”的现场直击，无论是“曝光台”的深度
推进，还是“三我”特刊的全角审视，借助多样化的技术和渠
道，我们已然跳出了“单声道”传播，逐步形成了“动态追
踪-滚动发布-跟进回应”的报网传播闭环，全面提升了舆
论监督的影响力、震撼力和持久力。

不仅如此，2022年，由市政府办公厅、青岛日报社联合
主办，观海新闻、青岛新闻网承办的“民生在线”，一如既往
地为广大网民提供贴心服务，各上线单位结合青岛市开展的

“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社会关切。一
年来，“民生在线”共举办99期网谈节目，累计共有3312512人
次参与节目，上线部门共回复和解决问题 15986个，平台有
效答复率达到96.3%。

此外，聚焦影响面较大、易扩散形成舆情的苗头性问
题，青岛日报的《新闻内参》起到了“压舱石”的功用，22篇
新闻内参相继报送市委市政府，有效推动了这些长期阻碍
城市发展的“老大难”问题的系统性解决。

面对城市治理新考验、传播媒介新图景的挑战，舆论监
督仍是一座城市健康运转不可或缺的免疫手段。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目前，青岛正在积极打造
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舆论监督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努力推动安全发展底板更加牢固、社会公平正义更加彰
显、城市文明涵养更富底蕴、城市环境品质更加优化、智
慧赋能城市治理更加高效，为全面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建设美丽、文明、和谐、安全的高品质人民城市
提供助力。

青岛日报以“直通12345”、曝光台、“我爱青岛·我有建议·我要说话”特刊、“倾听与商量”、民生在线、新闻内参为主的
“1+6+N”新闻矩阵已然成型，一个“市民有所呼、媒体有所应、部门有所改、整改有所思”的常态化舆论监督体系日臻完善——

千余篇监督报道，推动“城市之变”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邱 正

■2022年，青岛日报
共刊发40多个版面百余篇
舆论监督报道，以曝促改，
以督提效，建设性、高质量
的舆论监督有力有效倒逼
作风转变，成为青岛市创建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等重点
工作落实的有力抓手。

■莱西市人民广场健身器材年久失修被曝光
后，该广场重新安装了健身器材。 邱 正 摄

■崂山区海游路一段滨海步道七八十米长的护栏
缺失被曝光后，相关部门在该处新增了护栏。

■新冠高架桥下绿化植物枯萎被曝光后，相关
部门进行了硬质景观改造，换成了别致的雕塑。

■2022年，青岛日报社与市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联合搭建的“直通
12345”平台共转办8000余条来自
市民、企业的“急难愁盼”，部门反馈
率达96%以上。

■2022年，由市政府办公厅、
青岛日报社联合主办，观海新闻、
青岛新闻网承办的“民生在线”共
举办99期网谈节目，累计共有331万
余人次参与节目，上线部门共回复
和解决问题15986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