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王艺霏 摄影报道

危险场景学会自保学生模拟电话报警
□本报记者 李一然 实习生 吴嘉莉

7月28日， 北京市朝阳法院
王四营少年法庭举行了 “‘快乐
假期， 法制护航’ 法制夏令营活
动”。 随着家住来广营多个社区
的60余名中小学生及其家属的到
来， 王四营少年法庭一下子变得
喧闹起来。

“阿姨 ， 这个法庭怎么跟电
视上阴沉沉的法庭不一样啊 ？”
一名来自花家地实验小学五年级
的女生仰着脸， 问王四营少年审
判庭女法官史慧。 “这里是少年
审判庭， 不同于成年人的法庭。
青少年犯了错来到这儿， 我们是
以教育、 感化来挽救他的， 所以
采用的是温馨明快的色调。”

在夏令营活动暑期安全讲座
阶段， 史慧法官针对暑期青少年

安全问题， 与学生进行了互动，
并模拟了报警场景。

史慧法官问： “哪位学生想
表演一下打电话报警？” 十几个
男女学生举起了小手。 史慧法官
扮演110接线员： “你好， 请问
需要什么帮助？” “我家里被偷
了， 快来人啊！” 男孩说。 “你
家在哪里 ？ ” “我家住在来广
营……” 男孩回答得磕磕巴巴。

史慧法官对在场的学生进行
了提示， 大家报警时， 地址一定
要说的具体准确 ， 避免 警 察 因
为找不到位置而不能及时赶到
现场。

当天的法制夏令营， 史慧法
官还带学生们模拟了包括陌生人
敲门、 被人跟踪、 有人入室盗窃

等多个危险的场景， 并在互动中
让学生们掌握正确的自我保护及
处置方法。 离开法庭前， 一名花
家地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说， 通
过这次法制夏令营， 面对突发状
况， 自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大呼小
叫， 而是要冷静下来， 学会观察。

据了解， 今年截至目前， 类
似这样的活动， 王四营少年法庭
已经举行了六次。

老胡同“刮骨疗伤”
恢复老北京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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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东城区东四六条胡同，
一块块红砖垒起的墙壁， 从地到
顶， 猛然看上去与周边墙体有些
不和谐。 这是东城区东四街道组
织辖区城管执法队、 工商所、 食
药监所、 派出所、 房地分中心及
街道有关科室， 对东四六条胡同
内违规开墙打洞陆续进行集中封
堵。 刚刚垒起的红砖正在等待干
透，下一步将对胡同外立面、窗户
等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改造。

一条胡同
50多家商铺 “开墙打洞”

东四六条胡同从东向西，主
食厨房 、百货店 、餐馆、家电维修
……各种各样的小店一家接一家。

“你看门牌是多少多少号的，
是原来就有的； 门牌是多少号后
面有一杠几号的， 那都是开墙打
洞的。” 有街坊这样解释着。

来到东四六条56-2号 ， 施
工人员正在堵墙。 这是一家家电
维修的小店， 房屋西侧是一道院
门， 过去， 这间房朝胡同方向是
后墙， 屋门是从南侧打开的。 在
城区老胡同， 这样开墙打洞的门
脸房似乎特别多 。 再往西走 ，
68-1号店墙体已经堵死 ， 据说
这里原来是刀削面、 六条八元菜
等小饭馆。

东四六条胡同内有学校、 医
院、 酒店等， 方便的交通带来大
量客流 ， 是最为繁忙的胡同 。
“聪明” 的商家， 除利用原来的
民居门脸外， 更多的是 “开墙打
洞” 从事起了经营活动， 在六条
两侧开设了50多家商铺， 有小烟
酒超市、小饭店、小理发店等等。

刮骨疗伤
居民双手赞成

“胡同本来挺好的 ， 但好多
人私自开墙打洞， 对外出租， 尤
其是租给开饭馆的， 影响休息、
味道大， 还会招来不少蟑螂、 耗
子。 这下好了， 政府把他们给封
堵了， 我们这儿的居民都举双手
赞成。” 家住东四二条的金先生
这样说。

1990年， 东四三条至八条被
北京市政府认定为 “第一批历史
文化保护区”。 2015年4月， 被住
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文物局认定
为全国首批30个 “历史文化街
区” 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 东四
三条至八条区域内开墙打洞共
357处， 其中近200处用于经营 ，
占比超过50%， 主要业态有小超
市、 小饭馆、 小菜站、 小装饰建
材 、 小理发店等 ， 另有居民自
住、 车库、 办公等不同形式。

东四六条胡同位于东四三条
至八条中间 ， 是最宽的一条胡
同。 这些开墙打洞经营的业态，
不同程度存在噪音扰民、 环境卫
生脏乱等问题， 同时也不同程度
影响房屋安全， 严重影响了周围
居民的生活方式， 历史和文化价
值逐渐衰退和流失， 历史文化风
貌遭到严重破坏。

据胡同居民介绍， 这些商户
在这儿经营最长的已经有十余
年， 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 但有
不少是近些年新开的商户。 胡同
里的个别居民为了个人利益擅自
拆改， 将住房改为从事经营活动
的场所， 谋取私利， 既有公房也
有私房。 概括地说， 开墙打洞，
“伤” 了地区的历史风貌， “伤”
了地区的环境秩序， “伤” 了胡
同的安静与邻里和睦， 治理开墙
打洞， 正是给胡同 “刮骨疗伤”。

防止反弹
恢复胡同历史风貌

在胡同两个端口及胡同中
部， 都可以看见 “关于对开墙打
洞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综合整治
的公告” 宣传展板， 这是从今年
6月起就安置公告了的。 工作人
员多次入户开展工作， 逐户向开
墙打洞相关权益人发放了告知
信， 开展前期的宣传发动工作。

截止到昨天， 东四街道共封
堵开墙打洞31处， 其中西片平房
区27处 （东四六条16处）， 在封
堵开墙打洞的同时也对这些违规
商铺前的牌匾、 广告牌、 灯箱等
进行了综合整治， 胡同面貌得以
有效改观。

封堵开墙打洞是东四街道贯
彻落实区委区政府 “静胡同 新
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
一环， 封堵后， 东四街道将对胡
同外立面、窗户等进行统一规划，
统一改造， 并结合环境综合治理
的业态提升规划， 对胡同业态进
行品质提升， 满足居民的日常生
活需求。 后期工作中， 街道将与
相关执法部门、 物业管理公司、
居委会、 社区居民通力合作，共
同监督加强监管，防止反弹，还百
姓一个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恢
复胡同原有的历史风貌。

农民工党员扫码即知“两学一做”

“两学一做”是什么？“两学一
做”怎么做？ 农民工党员如何学？
如何做？ 扫扫二维码全知道———
中建三局三公司北京分公司将
“两学一做”学习资料定期创建成
二维码， 将二维码贴在项目现场
宣传栏， 扫描二维码即可进行学
习， 使农民工党员也能随时随地
学习。

“总在听广播电视里讲 ‘两学

一做’，也不知道‘两学一做’是什
么，今天扫了二维码，才算是知道
了。作为党员，我们农民工也要多
加学习‘两学一做’。”通州世茂的
农民工饶杰拿着扫描后的学习资
料认真地说。

目前， 北京分公司共推出三
期学习资料，14个项目部全部张
贴二维码 ， 将农民工党员 、非
党员纳入“两学一做”学习范围。

孩子社区体验“智造”快乐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会爬

行的铁蜘蛛、 能变形的汽车人、
摇头摆尾的声控狗……这些在电
影里才能看到的高科技产物， 统
统来到了西三旗街道建材东里社
区， 在带给社区孩子们亲自动手
实践的同时也让大家开阔了视
野，体验了科学的神奇与奥妙。本
次活动是建材东里社区携手科技
传播有限公司首次开展的以 “普
及创客科技理念 体验智造的快
乐”为主题的暑期科技体验活动。

活动吸引了社区50余位中小
学生积极参与， 科技公司的专业
人员带领孩子们踏上了一场生动
难忘的科技之旅。 无论是创客知

识教学， 还是机器人展示都让大
家为科技独特的魅力所折服， 特
别是在自己动手组装机器人的环
节， 科技人员将机器人元器件刚
一分发给大家， 就瞬间点燃了全
场的热情。 孩子们三五人一组，
有的还在查看图纸， 有的已经动
手安装， 还有的拿着遥控器跃跃
欲试……大家出谋划策， 在设计
独具匠心作品的同时也享受到了
运用自身智慧创造机器人的乐趣。

通过此次活动， 既丰富了社
区青少年的暑期生活， 激发对科
技的兴趣与热情， 同时对于培养
机器人领域的高技术创客人才，
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通讯员 曾荣

电保厂心系复转军人

在 “八一” 建军节之际， 公
交保修分公司积极开展慰问复转
军人活动， 表达对他们的节日问
候和长期以来奉献企业的感谢，
并以此为契机， 充分发挥和调动
他们参与和投身企业改革的积
极 热 情 。 此 次 活动形式多样 ，
受到复转军人的欢迎。

日前， 保修公司电保厂召开
庆“八一”建军节慰问复转军人座
谈会，厂工会主席、各部门负责人
及部分退伍军人近30人参加了座

谈。厂领导向这些曾身穿戎装，为
国家付出青春热血的复转军人致
以节日问候， 还认真听取这些同
志对本企业改革工作的建议。

会上， 复转军人纷纷表达心
愿，珍惜如今良好的工作环境，继
续发扬军人作风， 为企业发展做
贡献。

工会还到因病休假的复转军
人高宏伟家中， 详细询问了他的
生活和身体状况， 表示以后还要
对复转军人多关心和帮扶。

朝阳法院少年法庭举办法制夏令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