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风貌， 是城市的 “面子”， 而背街小巷， 则是城市的 “里子”。 路面不
平、 景观不美、 环境不洁、 管理不严是不少人对一些背街小巷的印象。 北京市
各区、 街道按照全市统一部署， 针对区域特点， 制定工作方案， 开展分类治
理， 研究长效管理措施， 做好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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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文 白莹/摄

疏解整治让京城背街小巷靓起来
既要面子 更要里子

【探访】
违建变身花园 烦心变舒心

从2013年起， 北京市每年将
城六区100条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提升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工
程。 “脏乱堵”是不少人对背街小
巷的印象，路面不平、景观不美、
环境不洁、管理不严，不少背街小
巷都存在着这样的“通病”。 近年
特别是今年以来， 北京市加大治
理力度， 这些以往让不少居民困
扰的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立秋过后， 早晚的天气逐渐
凉爽， 朝阳区呼家楼街道新建的
小花园人气格外旺。 金台社区的
刘大爷和老伴儿一早一晚遛弯肯
定会到这里来，“家门口添了个小
花园，散步、聊天、赏花，这一天的
心情都舒畅的。 ”刘大爷说。

刘大爷说的这个小花园， 其
实是街道治理背街小巷腾出来的
一块空间。 走进花园， 一座仿古
木质凉亭是花园的核心建筑。 凉
亭往西是茵茵绿地， 以及月季、
海棠 、 石榴 、 黄杨等花卉和灌
木， 花园南部正中一块大石上书
有红色大字 “金台小憩”。

据了解， 这个700多平方米
的小花园原来是一片平房， 属于
违法建筑， 被出租用来经营水果
摊、 超市、 饭馆。 这片违建一直
以来对周边的环境、 交通及消防
安全等都存有隐患。 今年5月中
旬， 街道在治理背街小巷过程中
将所有违建拆除。

违建拆除后， 朝阳区呼家楼
街道根据市区治理背街小巷 “留
白增绿” 的指示精神， 并在多次
征集民意的基础上， 由街道出资
将这片腾出来的空地建设成了小

花园。
很长时间以来， 位于金台社

区人民日报社宿舍区北侧的一段
路是出了名的 “脏乱堵” 背街小
巷， 有700多米长， 路的南侧中
东部是呼家楼中心小学东区。 这
条路是小区西部唯一的出口， 同
时也因紧挨着呼家楼中心小学东
区北门， 路边乱停车严重， 经常
发生拥堵、 刮蹭事件。

这次呼家楼街道在治理的过
程中， 不仅清理了道路两侧随意
停放的车辆 、 建筑垃圾 、 杂物
等， 同时修补了道路， 便道统一
更换了渗水砖， 安装了挡车桩，
并将道路两边的墙体统一粉刷成
了古朴的蓝灰色。 “这样， 既可
以杜绝随意乱停车， 也实现了人
车分离 ， 保证了行人的安全 。”
呼家楼街道武装部部长郭杰告诉
记者， 街道还将道路南侧学校周
边的墙面绘上时尚且能互动的
3D立体画 ， 进一步美化了校园
周边环境。

今年下半年， 呼家楼街道还
有35条背街小巷将被一一治理。
均将参照人民日报社北侧路的治
理经验， 在保证整洁、 畅通的基
础上 ， 根据每条小巷的不同特
点， 从绿化、 美化上做文章， 为
居民打造一个更漂亮、 宜居的生
活环境。

【做法】
做好梳理分类， 统一规

划设计

为了更好地提升城区整体环
境秩序， 今年以来， 朝阳区加大
力度开展背街小巷整治工作， 重
点开展违建拆除、 立面整饰、 牌
匾规范、 路面整修、 设施规范、

绿化提升、 架空线梳理、 卫生整
洁、 秩序整治等方面具体整治，
让城区风貌由里至外靓起来。

记者从朝阳区环境办了解
到， 截至目前， 该区现有1611条
背街小巷， 其中已完成整治提升
106条 ， 2020年前将会全面完成
背街小巷环境整治工作。

违建拆除后 ， 环境如何保
持？ 土地怎样利用？ 这一系列问
题都是居民最关注的问题。 以往
环境整治大多是 “头痛医头， 脚
痛医脚 ” ， 整治工作 “各自为
战 ”， 缺乏系统的规划 。 为此 ，
朝阳区环境办联合社会办、 农委
等部门， 对全区背街小巷进行了
梳理、 分类。

今年背街小巷环境整治工
作 ， 按照 “统一设计 、 统一标
准 、 分步施工 ” 的方式组织推
进， 重点从建筑外立面、 广告牌
匾整治、 绿化美化等群众关心的
方面对环境进行规范和提升。 计
划完成622条背街小巷的环境建
设工作。

截至目前， 朝阳区对违法建
设的拆除初见成效， 下一步将加
大背街小巷车辆违停现象整治力
度 ， 对背街小巷进行粉刷 、 美
化、 绿化， 对重点路段进行路面
翻新， 打造特色文化墙， 对小区
垃圾箱进行修缮， 并在多个小区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让居民自治成为整治工
作 “利器”

环境整治整到了家门口， 自
然会涉及到社区居民的利益。 怎
么整怎么治， 还是要听老百姓的
建议， 引导社区居民自治成为整
治工作的一个 “利器”。 就拿奥
运村街道为例， 该街道通过居民
议事厅 ， 搜集辖区居民意见建
议， 制定了地区环境建设2017-
2019三年规划， 围绕24条主要道
路、 10条次干道、 19条背街小巷
的路网结构， 划分12个区域进行
统一规划和治理。

按照三年规划， 奥运村街道
年底前将基本完成南沙滩、306医
院2个特色区域建设和军民共建
路、绿城诚园东侧和北侧路等5条
背街小巷治理的工作。 环境整治
主要包括环境卫生、环卫设施、街
巷秩序、建筑立面、牌匾标识、户
外广告、 园林绿化等7个方面，都
有明确的标准和措施。

不仅如此， 不少地方还搭建
开放议事平台， 化解社区居民间
矛盾， 解决小巷中出现的问题。
东城区景山东街社区三号网格包
括中老胡同、 西老胡同、 沙滩后
街14号和景山东街16号至21号。
居民居住形式属于楼房平房混
合， 尤其是中老和西老两个胡同
居民集中。

2014年， 社区与街道城市建
设科重点拆除了三号网格内中老
和西老胡同的煤棚， 使胡同内的
环境有了很大改观。 但随之而来
的是黑三轮在原煤棚处的乱停乱
放、 停车位混乱、 租住民工扰民
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为解决这些问题， 他们采用
了成立自治小组、 民事民议、 民
议民决、 民事民办多个方法。 以
改善胡同环境卫生为目标， 景山
东街社区三号网格自治小组正式
成立。 小组成立后， 组织大家召
开多次会议， 讨论中老胡同租住
农民工扰民的问题。 成员踊跃参
与发言， 社区工作人员将意见收
集整理。 讨论结束后， 组织大家
讨论解决方法。 根据网格自治小
组的讨论与决议， 社区工作人员
改善社区居住环境的措施进行了
落实。 此外， 网格管理员与社区
居民一同对社区环境进行监督，
随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小巷管家， 管好家门口的事

在整治背街小巷中， “小巷
管家 ” 发挥着不小的作用 。 比
如， 奥运村街道办事处实施 “片
区长” “街巷长” “楼院长” 管
理制、 “五位一体” 的行业作业

制、 “八位一体” 的执法联动机
制等三大措施， 引导居民自治维
护环境秩序。

其中 ， “片区长 ” “街巷
长” “楼院长” 管理制将把责任
落实到社区， 建立以社区书记、
主任为 “片区长”、 社区居干为
“街巷长 ”、 居民代表为 “楼院
长” 的环境管理负责制。 街道还
聘请环境卫生监督员， 加强日常
管理监督， 结合社区 “走动式工
作法”， 形成了 “社区日查、 街
道周查” 二级监督检查机制， 解
决专业部门不能及的次支干道、
背街小巷环境整治问题， 实现居
民楼门规范、 小区院落干净、 背
街小巷整洁、 主要大街有序的地
区环境秩序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 ， “小巷管
家” 也有着很深的体会。 自从做
了 “小巷管家”， 东城区夕照寺
西 里 社 区 梁 萍 有 了 不 一 样 的
心得， “每天， 我都要巡视好几
次 ， 我深知小巷的现在来之不
易 ， 整 治 前 的 样 子 历 历 在
目 。 ” 她说， “如今， 这么一条
崭新靓丽的小巷是多少部门、 多
少人付出了心血和汗水换来的，
要像爱护眼睛、 保护婴儿一样守
护它。”

东城区幸福社区老党员杨玉
崑是火桥北里的 “小巷管家 ”，
对于自己认领的街巷， 他如数家
珍 ： “我工作的小巷长100米 ，
宽6米 ， 起点是左安门内大街 ，
终点是火桥北理2号楼。 小巷内
有6栋楼 ， 平房30间 ， 居民 489
户， 共1750人， 这些数字已经深
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认为
管家不光管家里的事， 还要管家
门口的事。”

据了解， 通过 “小巷管家”
的介入， 小广告乱贴、 自行车码
放占道、 垃圾狗粪乱丢、 邻里纠
纷不断等不文明行为已经得到了
逐步缓解。

目前， 东城区龙潭街道10条
大街、 86条小巷均已配备了小巷
管家， 实现了地区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