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云打造候鸟迁徙“加油站”
□本报记者 王路曼 通讯员 姜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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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城管快速处置新生违建
□本报记者 陈艺 文/摄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本报实习记者 赵思远

———探访中建二局装配式住宅施工现场
就像搭积木一样盖房子

公益大讲堂日坛中学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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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的房屋部件码放在地
上， 工人开动塔机， 像搭积木一
样一块块地把房屋部件吊上去安
装。 这是3月15日记者在中国建
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公司
南 京 丁 家 庄 二 期 保 障 房 项 目
看见的情景。

项目经理苏宪新介绍， 该保
障房6栋单体均采用预制装配式
剪力墙结构， 建筑面积达6万平
方米， 建筑高度91米， 30层。 该
项目主体结构预制率达到32%，
装配率达67%。 6栋主楼户型统
一， 标准化设计施工， 可降低建
造成本、 提高建造效率。

“像搭积木一样盖房子， 看
起来简单， 可实行起来难， 国内
没有现成的经验， 很多是我们团
队自己摸索出来的。” 苏宪新说。

几年前， 苏宪新带领团队在
南京上坊保障房进行装配式住宅
实验。 团队历时6个月， 经过18
层、 50个卫生间洞、 48个空调板
洞的现场试验和上百次分析验
证， 完成PVC排水管直埋管件工
艺做法的整套技术论证， 成熟而

有效地根治了装配式住宅中厨卫
间等部位的渗漏问题， 仅此一项
就节约成本42万元。 如今， 该工
法成为全国众多保障房项目的
“教科书”。

苏宪新告诉记者， 装配式住
宅起点高， 需要采用先进的BIM
技术， 将图纸错误减至最低， 并
精确计算各构件工程量为材料采
购提供依据， 严格计划控制， 实
现全过程模拟仿真和管理。 经过
无数次的实验， 项目团队成功完
成了全预制结构构件柱 、 梁 、
板、 楼梯灯的吊装工作。 其中，
最大的结构件重量达4.36吨， 项
目整体装配率达到81.3%。

“经过不懈努力， 我们取得7
项新型专利、 8项发明专利， 装
配式住宅楼还获得鲁班奖。” 苏
宪新说。 如今， 南京上坊保障房
项目 “原班人马” 又来到丁家庄
二期保障房项目， 再次进行装配
式住宅的施工。

“但我们并不满足于上次的
成功经验， 为了让装配式住宅越
来越标准化， 真正实现建筑产业

化， 公司在我们项目以我的名字
命名成立了苏宪新劳模创新工作
室， 继续进行技术攻关。” 苏宪
新说。

听到苏宪新的介绍， 记者走
进样板间。 “项目像车间流水生
产一样盖房子， 技术标准更高。”
项目总工李敏告诉记者房屋主体
结构关键受力结构仍采用现浇钢
筋混凝土施工技术， 剪力墙、 阳
台等构件是预制的， 房屋抗震设
防烈度可达规范规定要求， 工程
后期装修时间可节约3个月以上。
施工中， 剪力墙结构可节约三分
之一的人力， 框架结构可节约三
分之二的人力。

在现场记者看见， 装配式住
宅的房屋构件外表整洁、 光滑，
里面已经提前嵌入管线等部件，
看起来比传统施工的墙面质量观
感显得更加美观。 与传统的施工
现场相比， 装配式住宅现场极其
干净、 整洁。 “装配式住宅技术
的运用， 还节省了抹灰所占用的
房屋面积， 无形中提升了百姓房
屋的实际使用面积。” 李敏介绍。

连日来， 密云清水河现野生
白天鹅戏水的消息在网络上热
传， 并吸引了数十名摄影爱好者
和游客前来采风、 游玩。 为了保
护这些野生白天鹅能安全、 愉快
地度过短暂地栖息时间， 密云太
师屯镇政府特地指派专人对野生
天鹅进行全程保护。

据了解， 太师屯镇属于密云
水库周边乡镇， 镇域内3条河流
均位于密云水库上游。 近年来，
密云区全面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
治理， 实行源头防控， 通过构筑
生态修复、 生态治理和生态保护
三道防线， 确保清水下山、 净水
入库。

“2012年， 我们就开始对清
水河进行治理， 现如今河道治理
的好不好 ， 水质到底达标不达
标， 专业检测都省了， 天鹅就替
咱们下结论了。” 太师屯镇林业
站站长姜新告诉记者， 野生白天
鹅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对栖

息地选择相当苛刻， 既要求河水
水质好， 有充足的食物， 又要求
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记者在现场看到， 现有近40
只野生白天鹅时而在水面嬉戏觅
食， 时而在天空展翅飞翔， 画面
和谐美好。 而慕名而来的摄影爱
好者和游客最多时达到几百人，
通往清水河的道路甚至被堵得水
泄不通， 河两岸俨然成了公共停
车场。

“优美的环境吸引了天鹅和
游客是好事儿， 可不能因为人为
疏忽和个人的不文明行为让这件
事变成坏事儿。” 姜新说， 自从
天鹅来到清水河， 他就主动联系
区园林绿化局和市野生动物保护
站， 咨询野生天鹅的生活习性和
保护措施。 最终太师屯镇政府通
过悬挂横幅、 指派专人巡查、 当
面劝阻和宣传讲解等方式为天鹅
栖息营造安全的环境。

目前， 天鹅活动范围主要集

中在清水河3公里的水域内， 被
专门抽调保护天鹅的李武义等人
追随着天鹅的活动轨迹， 不厌其
烦地提醒游客严谨喂食、 严禁哄
飞、 严禁盗杀诱捕……同时， 该
镇 “六护” 人员、 保洁员、 防火
巡查员和镇村干部、 村民代表都
自觉地加入保护天鹅的队伍中，
确保天鹅安全迁徙。

“根据气流、 气温和体力等
因素 ， 天鹅栖息的时间长短不
一， 短则两三天， 多则半个月，
这 些 天 鹅 已 经 在 太 师 屯 镇 停
留 10多天了 ， 预计不久后将继
续向北迁徙。” 李新说， 今年该
镇计划对清水河进行湿地改造，
增加水草、 藻类等浮游生物， 营
造更加优良的生态环境， 吸引更
多的迁徙鸟类选择此处栖息、 觅
食， 不仅让清水河成为候鸟迁徙
途中 “加油的中转站”， 更让这
里成为一道城市景观， 带动当地
旅游发展。

每年春季是房屋修建的高峰
期， 一些居民趁着春暖花开易动
土施工， 在翻建修复房屋时趁机
搭建违法建设。 入春后， 东城区
新生违法建设有所抬头， 但这一
规律已经被城管部门牢牢锁定。
近期， 东城城管执法局 依法快
速处置违法建设6起。

位于安定门柴棒胡同某院的
居民擅自在自家平房顶上搭建起
砖瓦结构的二层违建， 墙刚砌起
一半， 就被城管队员发现， 在责
令劝阻自拆无效的情况下， 城管
部门依法对违法建设予以拆除。
同样， 在北新桥九道湾北巷， 一
处20平方米新生二层违法建设刚
刚搭起结构就被城管发现并依法
拆除。

目前， 针对新生违法建设，
东城区各街道办事处、 城管执法
队加强巡查， 加大对新生违法建
设的查处力度， 及时发现、 及时
处理、 及时拆除。 各部门协调联
动， 加强约谈房屋所有人， 推进

促拆工作， 切实做到对新生违建
发现一处、 拆除一处， 确保新生
违法建设的 “零增长”。

同时， 采取群防群治的治理
手段， 要求每名社区队员分片包
干， 每日一巡查， 同时鼓励群众
积极举报违法建设。 东四街道针
对新生违建做到 “抓早、 抓小、
抓苗头”， 采取快拆机制， 连续
拆除了东四九条、 东四十条、 东
直门北小街、 仓南胡同等4处新
生违建。

今年起至目前， 东城城管联
合各街道办事处及区内其他相关
部门共发现新生违法建设9起 ，
均予以了快速拆除， 合计161平
方米。 据执法队员介绍， 对于存
量违法建设要根据区内统一计划
逐步拆除， 对于新生违建， 即新
近搭建和正在搭建的违法建设，
实行 “零容忍”， 发现一起， 拆
除一起。

目前， 东城区已经拆除存量
违法建设24000平方米。

近日， 在北京市总工会职工
文化协会的支持下， 北京市日坛
中学永安里初中部举办了首都职
工文化素质提升公益大讲堂。 北
京闻鸡起舞传媒公司艺术总监、
中国传媒客座教授、 中国摄影家
协会理事胡勇老师为大家主讲了
《手机拍摄之实用技巧》讲座。

胡老师以实物与操作相结合
方式， 从手机拍照的性能介绍，
到取景的光线与角度， 主体对焦
的操作， 还有构图多种方式， 由
浅入深， 逐一细致讲解。 胡老师
还教大家使用软件处理图像并制
作图文声像并茂的课堂多媒体教
学片。

近日， “美团”、 “饿了么”
等网络订餐平台上经营的7家商
户均因没有 《食品经营许可证》，
且 “多家一证” 被朝阳区食品药
品监管局查处。

呼家楼街道联合公安 、 城
管、 综治、 安全生产等部门组织
的 “百日护航” 安全检查中， 工
作人员发现位于朝阳区工体东路
春平广场2层的 “卧底火锅” 就
餐包间后侧， 藏匿着数家 “小餐
馆”， 这些小商户与火锅店经营
并无关联， 每家都有三四名工作
人员在制作食品， 还有十几名外
卖 “小哥” 正在取餐。 该区食品
药品监管局人员经现场调查， 发
现7家商户均没有 《食品经营许
可证》， 利用 “卧底火锅” 店的
食品许可证在 “美团”、 “饿了
么” 等网络订餐平台从事经营活

动， 其中有3家店铺在 “饿了么”
网络订餐平台上违规经营。 另外
4家店铺在 “饿了么”、 “美团”
网络订餐平台均违规经营。

执法人员现场依法对用于涉
嫌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和相关销
售单据进行了查扣， 对违法制售
的食品进行了查封， 并将对上述
涉嫌违法经营商户进行立案， 对
网餐平台涉嫌未尽店铺审查义务
的行为进行调查。

优良生态环境引来野生白天鹅

□本报实习记者 唐诗

朝阳7家网络平台订餐店铺被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