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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井盖，“婆家”多

8月25日，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金
水河公园内，一名 6 岁男孩在玩耍时，
不慎跌落一处下水井中。井内水流湍
急，孩子瞬间消失在视线之中。当地
救援力量进行了8小时的搜救，仍未能
挽回孩子生命。

“这处下水井井盖不是铁质的，质
量较轻，且没有安装防坠网。”救援人
员说，在受力不均匀的情况下，极易
发生踏翻事故。

再看一个案例。今年 5 月 12 日晚，
在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一名3岁男孩
失足掉入下水道被冲走。当地随即展
开救援，但搜救无果。男孩父亲介
绍，当晚原本应在路面上盖着的井盖
被掀在一旁，附近没有灯光，也没有
警示标志。

记者检索发现，近年来，“井盖吃
人”事件时有发生。据统计，2019年全
国因窨井施工、管理、养护不当致人
伤亡案件就有155件。在现实中，即使
没有酿成悲剧，窨井盖破损、下沉、
松动等也为群众带来不少困扰。甚至
有网友将避让井盖的车技戏称为“绕
饼”，列入出行必备技能清单。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条例》施行，明确规定排水管
网窨井盖应当具备防坠落和防盗窃功
能，满足结构强度要求。然而，有业
内人士坦言，目前还有不少地方仍使
用不具备防坠落功能的老井盖。

小井盖，为何成了老大难？“我国
窨井数量多、分布面广，有的城市虽
加装了防坠网，但很难实现全覆盖。”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说，很多
窨井所处位置非常隐蔽，如草丛中、
庄稼地里、垃圾堆下，或井盖上有遮
蔽物，一旦缺损或丢失，不易察觉。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部退休
教授王树京认为，“井盖吃人”等事件
发生，与窨井盖的规划设计不完善有
关。比如，未充分考虑井盖荷载能
力，来往车辆将其压坏；未采取加固
措施，难以应对雨水流量过大产生的
冲力、热力等，导致井盖移位。

多头管理、权责不明，加大了窨
井盖治理难度。“井盖虽小，可它‘婆
家’多。”王树京说，井盖权属往往涉
及水、电、燃气、通信、照明等 10 多
家单位和多个行业主管部门，权责交
织，十分复杂。当井盖存有安全隐患
或发生损坏时，时常无人问津或久拖
不决。

“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盗
窃、破坏窨井盖等犯罪，一些案件罪
名适用不准确，罪责刑不相适应，处
罚过于宽缓。”以偷井盖为例，陈永生
指出先前多数按盗窃罪定罪处罚，有
时可能还达不到盗窃罪的构罪标准，
以致有的人偷了井盖却未被追究刑事
责任。

陈永生说，井盖失管，还与有关
部门疏于、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或履职
不当有重要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相关失职渎职等行为较少被追究。

治已病，更要治未病

法治是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良
方”。窨井盖治理，需要法治力量。

2020 年 3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
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共同出台

《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导
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涉窨井盖相关刑事
犯罪。

仅过了1个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出第一份维护公
共安全的检察建议，即“四号检察建
议”，旨在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建
设，守护群众“脚下安全”。由此，在
住建部牵头下，推进窨井盖问题治理
部际工作协调小组成立。

很快，《意见》 和“四号检察建议”
落地生根，成效初显。2020 年 12 月至
2021年1月间，陈某才多次驾驶电动三
轮车至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某宾馆附
近人行道等处，盗窃雨水箅子 50 余
块、圆形井盖 7块及铸铁表盖 5块。案
发后，当地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复勘
现场，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

根据 《意见》，盗窃、破坏不同地
方、不同性质的窨井盖触犯不同罪名。

陈某才的行为构成何罪？承办检察官
介绍，该案涉案地点处于人员往来密
集的人行道等地，人流量大，盗窃窨
井盖的行为危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
命财产安全，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

“如今，针对较为严重的涉窨井盖
犯罪案件，罪名由盗窃罪等侵犯财产
类罪名，变更为危害公共安全类罪
名，这对盗窃、破坏窨井盖违法犯罪
将形成有力震慑。”陈永生说。

窨井盖治理不能仅抓末端、治已
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大多数窨
井盖都在行政机关管辖范围内。若相
关行政机关积极履职，会大大减少道
路‘陷阱’的产生。”陈永生表示，而
如果其未能履职，检察机关就要从履
行法律监督职责出发，督促行政机关
履职尽责。

2020年10月3日至7日，赵某听多
次驾驶电动三轮车到福建省厦门市集
美区部分路段盗取窨井盖，最终被以
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刑。当地检察机关
在办理该案时，发现辖区内大部分窨
井盖型号老旧、松动，井盖质量有待
提升，且巡查手段和监管方法有待升
级，遂启动“刑事检察+公益诉讼”办案
模式，向相关部门送达检察建议书。
后经摸排整改，1367 个存在安全隐患
的窨井盖被更换。

办理一案，影响一片。“四号检察
建议”制发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督促整
改问题管井、消除窨井盖安全隐患 93
万余处，推动相关部门安装智能井盖
10 万余个，安装防坠网、防位移等改
进装置 82 万余个，群众“脚下安全”更
有保障。

井盖有了“身份证”

2021年2月，住建部等六部门联合
印发 《关于加强窨井盖安全管理的指
导意见》，专门提及“推动信息化、智能
化建设”，要求有条件的地区运用 5G、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
术，逐步实现基于传感器和物联网的
管理创新，提升窨井盖安全管理效率
和水平。

日前，在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
只见一名安装师傅扫描了一款智能监
测仪的条码，然后将其安在井盖内
侧。就这样，一块“智能井盖”诞生了。

“智能监测仪安好后，井盖的位
置、状态都能在小程序‘智慧井控’的
后台显示。”朝阳区城市管理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监测仪可以实现视频实时
监测、即时告警、快速定位等功能。
如遇井盖移位、震响等异常情况，后
台就会报警，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处理。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城市着力提
升窨井盖治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城管部门用 20 位
数字为每个窨井盖编码，窨井盖有了

“身份证”。市民只需用手机扫一扫井
盖上的二维码，就能查看相关信息，
拍照上传存在问题。依托数字化管理
平台，各产权单位联动管理。

在原有管理方式下，窨井盖由各
产权单位自行维护管理，相关部门、
施工单位及主要街道、住宅小区各自
为政，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在天
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
俊看来，新技术的普及，有助于打破

“信息孤岛”，实现各部门之间窨井盖
信息的交流共享，强化治理合力。

除了科技手段，封堵窨井“吃人的
嘴”还应从哪些方面发力？“如何判断
井盖存在病害问题目前还缺乏统一标
准。”一名资深检察官说，有必要对井
盖病害的判定标准、治理方式、治理
要求等进行系统规范。

在窨井盖治理中形成“责任链”至
关重要。王树京指出，应进一步理顺
管理机制，从采购、施工、使用、管
理、维护等各个环节明确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员。可以考虑通过惩罚性赔
偿、追究个人主体责任等方式提高管
理主体责任意识。

守护“脚下安全”，需要全社会共
同努力。陈永生建议，加大与窨井盖
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宣传，提
升群众安全意识，同时发动大家对窨
井 盖 治 理 各 个 环 节 进 行监督，鼓励
提供相关线索，形成全民共治的良好
氛围。

新视角新视角

今年5月，陕西西安一名男童掉入
下水道被冲走的新闻曾引发社会关
注。造成这一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下水道的井盖不翼而飞，也未安装防
坠网。窨井盖这个“小设施”，对城市
管理和公共安全敲响了警钟。

近年来，各地城市建设日新月
异，公共设施投入不断增加，不少城
市窨井及其井盖数以万计。不过，因
井盖丢失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不时见
诸报端。这提醒我们，井盖管理来不
得半点疏忽，因为对每个涉事家庭来
说，这都是百分之百的悲剧。我们欣
喜地看到，在今 年 夏 季 汛 期 前 后 ，
很多地方加强了对“问题井盖”的排
查。不仅补上了缺失的井盖，还对
其进行全面“体检”，统一编号、协调
管理；有的全面加装防坠网，安装

“智慧井盖”终端，实时监测井盖松
动、被盗等问题。针对井盖管理涉及
市政、物业、供电、供水、交通等多个部
门，因为“身世”复杂导致管理部门责
任不清的问题，不少城市探索建立科
学有效的常态机制，以责任落实倒逼
管理落实。

除了井盖问题，其实群众身边还
有许多看似平淡的“小事”、难事，比
如出行“最后一公里”、就医挂号、生
活噪声污染等。这些事情看似微小细
碎，实则系统复杂、牵涉面广，是事
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问题。解决
得好不好、快不快，与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关系密切。

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
时，在《心无百姓莫为“官”》一文中写
道：“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
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
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可以说，
群众的一桩桩“小事”，是构成国家、
集体“大事”的“细胞”，小的“细胞”健
康，大的“肌体”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做好各
项国家大事的同时，也从未忽视办好一桩桩民生“小
事”。餐饮浪费、垃圾分类、农村厕所改造……老百姓关心
的这些身边“小事”，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实实在在的

“大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推动下，如今“光盘行
动”“剩菜打包”深入人心、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农村群
众用上干净卫生的厕所……“小事”已经有了大变化。

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那么
人民幸福是什么？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大局，
一头连着美好生活的具体需求，老百姓的柴米油盐、衣
食住行，无不是幸福所系。这种看得见、摸得着、感受
得到的幸福，得益于一桩桩民生“小事”的落实落细。

古人云：“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道路上，除了“问题
井盖”，还会遇到许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有些

“小事”，说来简单，做来却难，做好更不容易。只有正
确认识“小”与“大”的辩证法，并把切实解决好群众的
急难愁盼当成实实在在的“大事”落到实处，一件接着
一件抓，抓一件成一件，积小胜为大胜，才能真正让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
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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窨井虽小，不可缺“盖”——

守护群众“脚下安全”
本报记者 史志鹏

“以前这条路上窨井盖高低不平，车一过就‘咣当’
响。现在换了新窨井盖，车开过去又快又稳！”近日，在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路过站前路的司机纷纷为新换上的
窨井盖点赞。

窨井盖是城市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看似不起眼的
“小井盖”，却直接关乎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可

或缺。“四号检察建议”落地生根、新技术广泛应用……
近年来，各地窨井盖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然而，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一些地方仍存在窨井盖
权属不明、维修养护不到位等问题，人员坠井伤亡事故时
有发生。推动窨井盖问题综合治理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
各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202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联合印发 《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
案件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规定，盗窃、破坏正在使用中
的社会机动车通行道路上的窨井盖，足以使汽
车、电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的，以破坏交通设施罪定罪处罚；盗窃、破坏人
员密集往来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以及车站、公
园、广场、社区等生产生活、人员聚集场所的窨井
盖，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对于盗
窃、破坏以上两种情形以外其他场所的窨井盖的
行为，明知会造成人员伤亡后果而实施盗窃、破

坏行为，致人受伤或死亡的，依法以故意伤害
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指导意见》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
全管理的规定，擅自移动窨井盖或者未做好安全防
护措施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
果的，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处罚；生产不符合保
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窨井盖，
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窨井盖，造成严重后果的，以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定罪处罚。

《指导意见》还规定，负有决定、管理、监督
等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窨井盖采购、施工、
验收、使用、检查过程中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以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对于依照法
律、法规规定行使窨井盖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
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窨井盖行政管理职权的组
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履行行政管理职权的过
程中，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以玩忽职守
罪、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对窨井盖负有管理职
责的其他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严重
不负责任，导致人员坠井等事故，致人重伤或者
死亡的，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
处罚。

《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
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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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泰安市，施工人员正在为窨井加装安全防坠网。
陈 阳摄 （人民视觉）

江苏省海安市城建集团的工人正在城区安平路安装新窨井盖。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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