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岁的祁老人正在为社区绿地义务除杂草。

西城区陶然亭街道龙泉社区整治背街小巷

□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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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吴奇 曾丽珍 熊小浪

□本报记者 唐诗

“工作中的节日更快乐！ ”

居民走在家门口好像逛公园
“过去这里环境脏乱， 行人、

自行车和汽车互争路权， 现在经
过改造， 不仅绿树比从前多了 ，
还开辟出一条专供行人行走的小
道， 道旁的墙壁上设置了文化栏
以及长凳。 老街坊们都说， 走在
家门口都有一种逛公园的感觉。
路过这里的人无不称赞政府为我
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说起居住
环境的改变， 家住西城区陶然亭
街道里仁东街龙泉社区的李文奇
大爷连竖大拇指。

今年以来， 陶然亭街道着力
开展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工
作， 重点打造了里仁东街、 龙爪
槐胡同等示范街巷， 恢复胡同肌
理， 提升街巷文化， 打造精品胡
同 ， 像绣花一样精细地管理城
市， 让居民的幸福感得到提升。

里仁文化渗入胡同肌理

“十一” 假期， 记者来到李
文奇居住的里仁东街。 在街道西
口，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橙色
的里仁文化墙， 上面介绍了里仁
东街的地理位置和名称由来， 展
示了 《论语·里仁篇 》 的内容 。
龙泉社区党委书记张学燕说， 他
们希望以此向来往的行人介绍孔
子的 “仁爱” 之道， 同时， 潜移
默化地影响居民相互友爱、 和睦
相处、 同情互助。

文化墙旁边是街巷管理公示
牌、街巷责任公示牌、十有十无一
创建的内容，并将责任落实到人。
文化墙前方一条花园式的小路，
方便了附近老幼的出行。 里仁东
街道路南侧是富有老北京文化气
息的灰色砖墙， 墙上有介绍革命
先辈事迹的红色橱窗， 还设立了
非机动车道， 规划了共享单车停
放点，让整个街道更整洁舒适。

前期，陶然亭街道在创建“十
有十无”示范街道时，确定了龙泉
社区里仁东街、 龙爪槐胡同为背
街小巷整治提升示范街道， 全面
落实“十有十无”工作要求。 2017
年4月，里仁东街自治共建理事会
成立，街道科级干部任街巷长，社
区工作者、党组织成员、社区志愿
者、居民代表、社区单位成员参与
其中， 组织居民和辖区单位共同
开展胡同协商共治， 形成治理导
则和街巷整治工作方案。4月19日
开展里仁东街集中整治， 清拖里
仁东街道路北侧违规车14辆，安
装硬质隔离195米，施划道路斑马

线3处，在街巷内明确禁停区域和
容易造成违规行为的区域， 挖掘
区域周边道路、 闲置用地等停车
资源， 按照居民自治停车管理办
法，解决了区域停车难题。

社区里有个“快乐之家”

在征求党员群众意见的基础
上， 龙泉社区党委积极开展党组
织服务群众项目， 在里仁东街教
师楼小院内打造了 “里仁之家”，
作为党组织服务群众阵地、 楼宇
汇居民自治管理中心、 背街小巷
议事理事基地、 居民娱乐休闲活
动场所。 “里仁之家” 占地不足
20平方米 ， 里面桌椅板凳 、 电
脑 、 打印机 、 宽带网络 、 血压
计、 放大镜、 轮椅、 打气筒、 移
动硬盘、 报刊书籍等应有尽有。
小小的活动室满足了大家学习、
娱乐、 交流等多样需求。

“里仁之家” 每天有1名党员
群众值班，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
协助楼宇汇处理居民问题。 相关
负责人会定期组织党员群众开展
学习、召开党小组会议、楼门院长
会、组织棋牌赛等活动。 “这儿应
该被叫做‘快乐之家’，我一周要
来三四次， 来到这儿就能听见欢
笑声，心情都变好了！ ”居民董建
广说。居民杨桂富则说，这里虽不
大但处处温馨祥和， 已成为里仁
东街3号和5号院里人气最旺的地
方，也是大家的精神寄托之所。

居民自治让荒地变花园

龙爪槐胡同6号陶然湖景小
区南侧为待征地， 因历史原因，

多年来无人管理， 荒草丛生， 凌
乱不堪， 有的树木长到好几层楼
的高度， 既影响楼内居民采光，
又存在安全隐患。 社区先后3次
召开民意征求会， 吸纳居民的意
见建议。 龙泉社区还充分利用网
格议事这个载体， 让居民自己商
量对策。 社区召集网格管理员和
部分居民代表， 先后召开两次网
格会议， 共同协商如何美化整治
小区南侧这块地 。 在网格会议
上， 大家集思广益， 献计献策，
达成了 “保留有用的， 增加有益
的， 去除有害的” 的共识。

社区还印制了 《居民意见征
集表》， 一周内逐门逐户发放198
份， 在表决过程中， 除无人居住
和长期外租户以外， 得到150户
居民的一致赞成。 通过改造， 这
里打通了消防通道， 在通道两侧
搞绿化， 去除了影响居民及影响
美观、 存在病虫害的树种， 补种
了新树种。 环境整治后， 小区绿
地生机盎然 ， 不是公园胜似公
园， 令居民喜笑颜开。

随后， 居民们又提议让大家
认养自管， 这样既休养了身心，
又维护了花草。 社区及时组织居
民代表协商， 提议得到了大家的
积极响应， 申请认养的居民达35
人。 社区趁热打铁， 立即联系专
业社工事务所， 指导居民组建起
花草协会， 制定绿化空间居民公
约， 作物上挂牌子， 还写上认养
居民的地址， 花园的管理越来越
规范， 环境越来越美好， 居民们
还给新建的花园起了个好听的名
字———“绿园”。 居民通过网格议
事和认种认养的方法， 对环境品
质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近日， 石景山区八角街道南
路社区的居民们拿着抹布、 拎着
水桶，在社区各个角落擦拭围栏、
清理垃圾、修剪花草。 居民们说，
“我们要把社区打扮得漂漂亮亮，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 石景山区老街坊以 “擦亮城
市、 庆祝国庆、 喜迎十九大” 为
主题的公益服务活动拉开了帷

幕。 全区151个社区的 “老街坊”
志愿者、 政府机关、 驻区部队、
驻区企事业单位、 院校学生组成
的200余支志愿服务队， 共计2万
余人在社区进行环境卫生清洁，
共同努力使得社区亮化、 墙面美
化、 环境绿化。

在石景山各个社区的大街小
巷里， 身穿印有 “石景山区老街
坊” 字样服装的志愿者对居民楼

内外的堆物堆料、 张贴小广告等
现象进行清理， 并且清洁居民区
长椅板凳、健身器材、文化雕塑等
公共设施。记者了解到，随着全市
“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不
断深入， 石景山区创建基本无违
建社区“百日会战”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在社区党组织和“老街坊”
的组织下， 如今居民自发清洁社
区已成为一项固定活动。

双节期间， 中铁十六局一线
职工在各地坚守岗位， 谱写着劳
动者的奉献之歌。 他们说： “工
作中的节日更快乐！”

福建南龙铁路项目：
一线职工过得很充实

34岁的张强是中铁十六局第
一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南 龙 铁 路 项
目的总工，参加铁路建设10年。

10月1日早上6点多他就起床
了，准备参加早会。“7点前要是不
能吃到早饭， 一上午就要饿着肚
皮跑了。”早会上各架子队队长和
技术主管会把遇到的难点提出
来，他按照急切程度安排行程。

“先去南站大桥看现浇梁。 ”
车到工地， 他就习惯性地向座位
后边摸索， 开了门安全帽就戴上
了 。 “再去台溪板大桥看桩 。”
台溪板大桥的最后一根桩基位于
山坡下， 桩基施工成孔已到位，
但是新出的渣样和设计不符。 张
强手脚并用下了山坡， 查看了渣
样， 随后和设计进行电话沟通。

从坡地再走400米就到了莲
花山隧道进口， 进口的边仰坡较
陡， 他觉得原有的锚杆框架梁不
保险， 变更增加挡墙和加大锚杆
框架梁稳固范围。 由于施工场地
有限， 他当天就和技术员及施工
队负责人定下如何施工。 等交代
好已中午了。 当天下午， 张强又
去荆西隧道出口和斜井， 晚上还
要把台江隧道大里程临近既有线
路基施工方案优化整理出来。

云南昆明飞虎大道：
职工鏖战到半夜

10月1日晚，已调去中铁十六
局轨道公司昆明市飞虎大道市政

配套项目的朱强在昆明地铁3号
线石咀车辆段吃完晚饭就往会议
室赶。会议室里台账、图纸各是厚
厚一摞， 朱强忙着给项目部竣工
结算小组成员“拎重点”。

“咱们工程量大， 工序繁杂，
要做一份满意的工程量统计表，
需要‘一标六实’，如整个项目单
体有多少、 每个单体具体工序有
哪些、 变更索赔的地方有哪些等
等。 ”朱强边整理图纸边交代着，
“要多去了解制图标准和要求。 ”

夜色渐浓， 不知不觉已快凌
晨了。 朱强把买的储存粮拿来会
议室， “大家吃点东西， 一起总
结收拾就回去睡觉， 第二天还得
继续奋战。”

贵州关花项目部：
新职工坚守到半夜

10月1日晚， 关花项目部举
行员工会餐 ， 员工举杯为国庆
生。 这时， 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
梁勇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为
施工队做好服务， 确保能在当天
完成的任务， 绝不拖到明天。

项目领导闫红强带着责备的
语气给他打电话： “大家都在聚
餐， 你怎么不来？” 电话那头传
来隆隆的机器声： “闫总， 只要
心中有国 ， 在哪儿过国庆都一
样。 在工作岗位上做好工作， 同
样也是过国庆。”

灯火通明的红星1号桥终点
桥台左幅台身施工现场， 在技术
员梁勇和桥梁4队的共同努力下，
历时4个半小时， 于10月2日凌晨
1点20分完成浇筑。 施工队伍负
责人王全波说： “我干了这么多
年， 很少遇到这么认真负责的技
术员， 我们干到几点就陪我们到
几点， 有时候比我们还要晚。”

昨天， 不少市民来到中国园林博物馆的京西御稻田生态种植体验
区体验“秋收乐趣”。 金灿灿的稻谷，沉甸甸的稻穗，通过微信报名的20
组亲子家庭挥舞着镰刀，体验着收割京西御稻的农耕文化。在收割水稻
前，园博馆还特别邀请了专业老师上科普课介绍京西稻历史文化，并指
导收割水稻的技巧。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疏解整治促提升

园博馆里体验御稻收割

中铁十六局职工节日坚守项目工地

“石景山老街坊”自发擦亮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