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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坛棚改项目联合党委：

京港地铁用温暖声音陪伴夜归人

广阳谷城市森林

闲置空地变身休闲公园
□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本报记者 盛丽

9月4日一早， 永外居民张春
玲作为第一户选房居民， 在望坛
棚改征收项目房源样板间内签下
了选房确认书， 由此拉开望坛棚
户区回迁房选房工作的大幕。

东城区永外街道望坛地区位
于天坛南门以南， 望坛棚户区改
造征收项目共涉及5个社区5700
户居民、 2万多人， 还有70多家
单位， 是目前北京核心区体量最
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 历史遗留
问题多、 社会关注度高。

望坛棚改项目伊始， 项目联
合党委就与总指挥部 （简称 “总
指”） 同步成立， 下设19个党支
部， 联系望坛地区5个社区党委，
做到党建工作与项目同谋划、 同
部署、 同推进。

项目联合党委通过党支部联
系149个居民小组，支部党员全部
下沉到各居民小组中， 一个组负
责30余个家庭， 每名党员干部必
须摸清组内党员情况，至少联系5
名居民党员骨干，以点带面、形成
合力，对重点户共同摸排攻坚。

八分指党支部联系的一名84
岁的居民老党员， 其两个儿子为
签约产生矛盾，争得不可开交。在
支部组织的党员座谈会上， 这位
老党员表态，尽快解决家庭纠纷，
决不拖后腿。随后，负责联系此户
的支部党员帮助居民老党员分
析、研究了家庭情况，通过多次召
开家庭会议， 迅速解决了家庭矛
盾。在自家签约的同时，老党员还
利用自身经历主动做邻居们的工
作，带动5户居民提早签约。

十八分指联系的一位80多岁
杨姓大爷， 一家10口， 四代同堂
在自建的2层小楼里生活了几十
年。 大爷舍不得故土， 担心拆迁
后一家老小无处安置， 又怕先签
了吃亏， 不愿意签约。 党支部成
员们分析杨大爷的情况后， 带着
专门的算账参考单上门， 将拆迁
势在必行、 早签可以多拿奖励的
政策说得明明白白， 把7种选择
讲得清清楚楚。 杨大爷一家最终
认可了棚改征收政策， 做出了适
合自家的选择， 顺利完成签约。

针对居民实际问题和需求，
项目联合党委建立了 “棚改之
家” 交流服务平台， 设置法律服
务站 、 便民服务站 、 居民监督
站 、 政策咨询站 、 人民调解站
“五站 ”。 在 “五站 ” 中活跃着
“四支队伍”， 即政策宣讲队、 法
律援助队、 志愿服务队、 人民调
解员队。 大家各司其职， 通力合
作， 努力为居民提供全方位、 多
角度的贴心服务。

采用 “十步六公开 ” 工作
法， 建立信息公开门户、 微信公
众号、 多媒体展示系统、 签约选
房系统 、 电子地图系统五大平
台， 第一时间发布各类信息， 始
终做到阳光征收、 依法操作， 实
现 “一把尺子量到底”。

居民不用操心什么时候该办
什么事， 包户的工作人员会第一
时间通知到人， 大街小巷的醒目
位置也贴着公告， 不回家的居民
会收到电话、 短信、 微信等多种

途径的通知， 每一处细节都透露
出项目党委为群众的贴心考虑。

十一分指92小组最后未签约
的一户居民因抵抗签约搬到别
处，并且电话关机无法联系，组长
韩光堃带领小组梳理基础资料，
联系家人、查阅档案，想尽一切办
法。在与该户取得联系之后，亲自
上门剖析解释棚改政策， 讲解可
选方案，告知项目进度。一系列工
作下来， 居民的态度终于有了松
动，最终顺利签约。

坚持党建引领， 创新群众工
作方法， 从4月10日望坛项目启
动到8月11日签约期结束， 签约
率超过98%， 实现了预签约期的
圆满收官。

9月26日起， 京港地铁推出
了 “末班地铁·温暖都市夜归人”
温情活动。 首次在地铁广播中，
用温暖的声音陪伴着每一位夜归
乘客。

据了解， 京港专属的 “地铁
电台” 于9月26日至9月28日， 每
晚22时至23时30分， 在所辖的4
号线、 大兴线、 14号线、 16号线
中的56座车站温柔的响起。 用温
暖的声音和舒缓的音乐， 陪伴并

激励着在这座城市中积极打拼、
努力生活的人。

不仅如此， 京港地铁4号线
国家图书馆站和菜市口站两座车
站， 通过精心装饰的车站柱体、
灯箱 、 梯牌 “抛出 ” 数十条金
句， 或诙谐调侃、 或温柔抚慰、
或励志振奋。

京港地铁相关负责人介绍，
9月初， “末班地铁·温暖都市夜
归人 ” 项目组就走访了4号线 、

大兴线、 14号线及16号线中的数
十座车站， 通过调研收集了近百
位乘客的故事， 了解到夜归人的
内心感受。 根据不同线路、 不同
车站周边乘客的特点， 邀请京港
地铁总经理邵信明及十余位嘉宾
录制了 “治愈” 的声音， 制作了
抚慰人心的金句。

据了解， 9月29日起， 京港
地铁官方微信及微博还会推出夜
归人故事征集活动。

9月27日 ， 位于菜市口地
铁站西北角的广阳谷城市森林
正式对外开放， 清早， 家住宣
外大街的温大爷带着小孙子买
完菜就直奔这片闹中取静的
“大氧吧” 来了。

为提升城市生态品质， 增
强百姓绿色获得感， 今年西城
区在加强城市微公园建设的同
时， 率先启动核心区 “城市森
林” 建设。 利用菜市口地铁站
西北角等4处闲置地 ， 着力打
造以城市森林为特色的示范型
绿地， 建设总面积5.7公顷， 目
前已经全部建成。

今年 7月 ， 在西城区委 、
区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西城区
园林绿化局、 西城区园林市政
管理中心按照 “城市森林” 的
理念， 对菜市口地铁站西北角
闲置地进行重新规划， 采用林
下休闲空间与园路相结合的
方式， 通过道路串联起数个休
闲空间， 供百姓开展日常健身
活动。

西城区园林绿化局局长高
俊宏介绍， 广阳谷城市森林东
起宣武门外大街， 南至广内大
街， 紧邻菜市口地铁站， 占地
总面积3.44万平方米。 在建设
中 ， 按照 “海绵城市 ” 的要
求， 因地制宜， 采用卵石、 砾
石结合建起了雨水花园。 在植
物选择上 ， 多选用大型乔灌
木， 主打物种多样性， 栽植了
油松等79种共3798株乔灌木 ，
32种2万余平方米草本地被。

高俊宏表示， 在核心区营
建 “城市森林” 将发挥四方面
生态示范效益。 一是扩展绿色
生态空间。 在核心区有限的地

域， 运用森林生态学的基本原
理与方法 ， 并吸取林业造林 、
景观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成熟
经验 ， 打造近自然森林景观 ，
有利于增加城市绿量， 为市民
提供真正亲近森林、 感受自然
野趣的场所。

二是推动 “城市双修 ” 。
作为城市绿地的升级版， “城
市森林” 在调节气候、 净化空
气、 涵养水源、 消减噪声等功
效突出， 是开展生态修复的重
要途径。

三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通
过以乔木为主体 ， 包括灌木 、
草本植物 、 藤本植物 、 竹类 、
苔藓、 地衣、 野生动物特别是
鸟类 、 微生物在内的生物群
落， 形成的生物和谐共生的森
林生态系统。

四是提高城市观赏性。 区
别于一般强调美化城市的植物
景观 ， 运用混交林 、 异龄林 、
复层林三种方式， 并多选用乡
土树种及彩叶树种， 形成模仿
北京自然森林群落结构。

今年， 西城区抓住疏解整
治促提升和背街小巷治理的契
机， 实施留白增绿， 通过拆迁
增绿、 拆违增绿、 疏解增绿等
方式， 增加市民绿色休闲空间
供给。 截至目前， 已完成绿色
公共休闲空间建设11处、 微绿
地61处， 已实现新增城市绿地
5.57公顷。

老城胡同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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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作方法
助棚改顺利推进

昨天， 顺义区消防支队与顺鑫控股集团在顺义区金马工业区
顺鑫食品公司库房联合举行了大跨度厂房灭火救援综合演练。 演
练共出动3个消防中队、 9部消防车、 72名官兵和300余名职工参
加。 顺义区消防支队司令部警训科科长马威介绍， 通过灭火救援
演练， 大幅提高了消防部队和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对大跨度厂房
灭火救援的战斗力。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摄影报道

顺义消防进企业开展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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