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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索城市夜景照明在制度、目标、信息等管理上的措施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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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邵武市在建设城市夜景照明的同时， 

下功夫在管理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促进了夜景照明 

水平的提高。 

1、以制度化为平台，确保管理不偏移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我们把夜景照明管理 

的关键放在建章立制上，突出抓好三个环节。一是制 

度设计。制度设计必须坚持现势、现状和现实相一致 

的原则，根据夜景照明的现实状况和态势，既体现规 

范性要求，又有可行的操作性；既有明确的目标和具 

体措施，又不能目标过高、措施过泛，轻重不分。基于 

这种认识，我市先后建立和完善了 灯光夜景管理制 

度 和与之相配套的 夜间值班制度))、(《夜巡检查制 

度 、 日常维护维修制度 等，灯光夜景的管理走上了 

制度化管理的轨道。二是制度执行。管有成效，是制度 

设计的初衷 最好的制度如果没有有效执行或落实，最 

终只是 “纸上谈兵”。制度执行是制度管理中最重要的 

环节。为此，我们采用了“周查、月报、季评、年总结” 

相结合的运作方式，抓好夜景照明各项管理制度的执 

行和落实。同时，建立执行制度情况 “台帐”，对执行 

制度不到位的记人 “台帐”，结合 “周查、月报、季评”， 

实行 “个案”追查，促进落实整改，与年度目标责任制 

考核挂钩。三是制度执行的监督。对制度执行情况的 

监督是实现制度化管理的保证。我处一方面设置监督 

岗，对制度执行情况实行专项监督，对管理中的单项 

事项实行全程监督；另一方面，把设立公开监督电话 

和聘请监督员建立监督网络结合起来，在夜景照明公 

开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以目标化的抓手，确保管理不缺位 

在夜景照明管理的诸多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要 

素。在管理中，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从目 

标化管理切人，牢牢把握管理的抓手，开拓人本管理 

的通道，确保管理不缺位，真正达到 “事在人为”的 

目标。根据不同人员、不同工作职责，我们制订了不 

同的个人 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 ，年初由单位与个人 

签定。责任制明确年度目标管理任务、管理职责、奖 

惩措施，把管理、任务、责任分解到班组，落实到人 

头。对线状景观实行一人一景分工包干的办法；对片 

状景观采取一组一景、分组包干、来年轮换的措施。做 

到人人心中有目标，肩上有担子，身上有责任。落实 

责任制实行 “三个挂钩”：一与年度个人考核挂钩，对 

履行岗位管理职责缺失较大的一律视为不称职，不称 

职的每月扣减一定工资，连续三年不称职的，给予辞 

退处理；二与评先评优挂钩，对没有完成岗位目标管 

理规定任务或管理中因主观原因失职的，一律不得评 

先评优，不得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或推荐为后备干 

部；三与福利奖金挂钩，因管理失职造成一定经济损 

失和社会影响的，一律取消年度奖金和其他福利待 

遇。对履行岗位目标管理成绩较为显著的，则给予政 

治鼓励和物质奖励。这样，把管理与目标任务绑在一 

起，寓责任于管理之中；把责、权、利绑在一起，寓 

权、利与职责之中，以责任带动、带活管理的全盘，提 

高夜景照明的整体管理的质量档次和有效性、科学 

性。 

3、以信息化为载体，确保管理不疏漏 

日常，曾有 “百密一疏”之说，指的是在极周密 

的考虑(或计划)中偶然出现了一点疏忽或纰漏。现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填补了人的思维不能企及 

而留下疏漏的缝隙和空白。有鉴于此，我市建立了城 

市夜景照明管理信息库，以信息化为载体，探索管理 

上的最优化。主要分为四个步骤：一是信息采集；二 

是信息输入：三是信息更新；四是信息利用。即把涉 

及城市夜景照明管理的有关信息全部收集起来，然后 

分门别类整理，输入信息库；遇到情况变化，及时进 

行更 班组、股室之间实行信息联网，需要什么“就 

地取材”。夜景照明管理信息库按人力资源配置信息、 

夜景照明景点景区信息、灯具及配件资源信息、光色 

和照度结构信息、电缆线路网络信息等五大类建立， 

每个大类分设若干细项。打开信息库，各种信息历历 

在日，一目了然 如去年 “十 ·一”前夕，市区 “八 · 
一 ”大桥路灯故障。接到报告后，维修组立即前往抢 

修，忙乎了2个小时，还是找不到 “病因”。后来打开 

信息库浏览，疑为 “祸”起电缆线接头，根据信息库 

提供的线路位置一查，事故原因果然如此，于是在短 

短数分钟内就得到妥善处理，实现了景点照明故障不 

过夜的目标，为， 大市民增添了节日的愉悦。从这类 

事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信息化是 “千里眼、顺风 

耳、智慧树”，信息化管理也是城市夜景照明管理的重 

要手段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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