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在东城区西花市南里
西区社区活动广场 ， 民政 、 计
生、 老龄、 住保、 司法等十余个
服务窗口， 列出服务办事流程，
当场接受咨询。

现场还举办了 “社工知识知
多少， 大家快来找一找” 知识竞
答比赛， 全面推行 “全科社工”
服务， 让办事的居民了解政策，
用最快捷的方式办好想办的事。

此外， 会场邀请两家社区党
委区域化党建合作单位 ，协和
医 学院 “服务你我他 ，免费量血
压” 和普赢律师事务所 “为您解
除烦心事儿 ，法律现场宣传与
咨询”的志愿者服务群众活动。据
悉， 这种社会工作服务在该社区
已达到“全覆盖”，让群众尤其是
老人、 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在家门
口享受便利的社区服务。

素有北京 “大桃之乡” 美誉
的平谷区以大桃为媒助力受援地
脱贫攻坚受到欢迎。 3月26日至
27日， 平谷区选派4名果树管理
方面的专家， 飞赴结对帮扶的新
疆和田地区洛浦县 ， 深入布亚
乡、 恰尔巴格乡、 杭桂镇的桃园
里， 开起了 “地头课堂”， 现场
组织开展3场培训， 为当地桃农
讲解桃品种引进嫁接改良技术。

北京专家的现场培训深受欢
迎。 恰尔巴格乡巴格其村桃树种
植大户艾尔肯说： “以前， 由于
缺乏专业技术知识， 都是靠经验
摸索管理， 效益一直不太好。 这
次培训很及时， 专家讲的内容也
很容易听懂 ， 我学到了不少知
识。 今后， 我还要进一步学习科
学种植技术， 通过科学的技术和
管理增加桃树产量， 带动周围的
人一起脱贫致富。”

平谷区大桃种植规模大， 有
很多经验丰富的果树管理专家。
为更精准地助力受援地贫困群众
脱贫， 推进结对帮扶工作不断深
化， 平谷区根据受援地特色林果
业发展需要， 选派了经验丰富的
果树管理专家， 赴洛浦县对当地
桃农进行培训。 专家们结合洛浦
县林果业发展实际， 从桃树土壤
管理、 嫁接工具的使用、 待接桃
树整形、 嫁接方法、 嫁接技术及
嫁接后的管理等方面对各乡镇技
术人员和种植大户进行了培训。
理论培训结束后， 专家现场对桃

树嫁接方式方法进行示范操作。
他们一边娴熟地修剪着桃树， 一
边耐心地向桃农讲解修剪桃树的
重要意义与技术要领， 培训现场
交流互动不断、气氛活跃。

专家组一行还与洛浦县有关
部门负责人座谈， 双方就农业对
口支援相关事项达成一致， 并签
订了对口支援合作协议。 平谷区
将充分利用农业发展的优势资
源， 不定期选派农业技术专家赴
洛浦县，以技术培训、实地指导等
方式支援特色产业基地建设。 双
方计划在三年内引进大桃优良品
种5个，提升大桃品质500亩，建大
桃产业为核心的洛浦新型农村合
作组织和龙头企业， 带动2000户

贫困户通过桃产业脱贫致富。
平谷区果品办公室高级工程

师张文忠说： “洛浦县气候条件
好、 光照充足、 无霜期长， 很适
合发展高品质的桃产业， 关键是
要建立一支技术过硬的队伍， 提
高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还要
通过建立示范园壮大产业规模，
带动更多的群众实现增收致富。”

洛浦县林业局党组书记李飞
剑介绍， 洛浦县桃产业有很好的
群众基础， 欠缺的是品种资源和
管理技术。 平谷区农委不仅派来
了专家进行技术培训， 还带来了
12个优良的品种桃， 做品种引进
示范推广， 对洛浦林果业的发展
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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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采暖季刚过， 延庆区康庄镇
张老营村十来户村民来到村委会
主动要求“煤改电”，用新式电力
设备采暖。 村民张富林和村干部
说：“我们都要改成张江南家那样
的，能采暖还能挣钱！ ”

半年前， 延庆地区启动电采
暖技术路线试点工作， 在开展配
电网改造的村中选取深山区、浅
山区不同环境的用户作为试点，
探索适合不同类型居民的电采暖
方式，为今后“煤改电”工作积累
经验。

张老营村的张江南家因为平
房年限很近， 承重结构符合选型
要求，屋顶面积也达标，因此成为
试点对象， 在采暖季开始前开始

了设备安装工作。
负责试点建设工作的延庆供

电公司介绍， 电取暖要安装光伏
发电板和石墨烯采暖板。 这两种
板子一种是发电用的，安在屋顶，
阳光照上去就能发电给家里用，
富余的电还能卖给供电公司。 另
一种板子是发热用的， 安在屋里
当暖气，插电就能热。考虑到天气
原因， 新旧取暖系统要做到无缝
衔接。 国网北京延庆供电公司做
了详尽的方案后， 安装调试只用
了两天便完成了，随即投入使用。

“这可比您烧煤取暖方便多
了， 遥控器拿在手里轻轻一按屋
里就暖和了。 ”安装好新设备后，
张江南家用上了最新技术的电采

暖设施 , 不用半夜起来添煤 ，方
便、清洁，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可让张江南最担心的就是电
费问题。 起初，他每天盯着表，一
会查发电量，一会看用电量，担心
用电量大、 电费高。 两个月过去
了，他悬着的心算是放下来了。

张江南有一个本， 上面记录
着每天的电量情况。 从2月1日到
3月15日， 太阳能一共发了2018
度电， 其中自己家用了1208度，
卖给电网810度。 按照政策， 发
一度电国家补贴0.42元、 北京市
补贴0.3元， 上网卖一度电0.3598
元。 从2月1日到采暖季结束就卖
了1744元。

夜晚太阳能板不能发电 ，要
用市电带动石墨烯采暖片。 张江
南也有自己的盘算。 “白天自发
电，夜间谷段电，每天就是太阳下
山到谷段电开始前的两个多小时
用平段电价取暖， 这月用了1525
度，合745元。 谷段和平段电费加
在一起939元， 这还是2月份过春
节用电量大一些，平时更少。 ”

一个采暖季下来， 张江南家
的电采暖不但没花钱，还有钱赚，
这个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村
里人都来他家参观， 也想早点用
上这么好的电力采暖。

据了解， 延庆供电公司结合
地区实际，于2018年1月完成了深
山区、 浅山区共8户7种类型的电
采暖设备试点工作，为“煤改电”
后的电采暖提供了数据采样。

□本报记者 张江艳/文 通讯员 忻煜/摄

村民取暖既干净又挣钱

以大桃为媒 助脱贫攻坚

昨天， 北京植物园正式开通
一卡通入园， 众多游客体验了刷
卡入园带来的便利。

记者在植物园门口看到， 游
客手持公交卡靠近刷卡机， 听到
提示音后表示刷卡成功， 便可直
接入园参观。 老年优待卡、 残疾
人卡等均可在刷卡机刷卡 。 目
前， 北京植物园门区共开放了6
条一卡通通道， 所有对游客开放
的门区均可以刷一卡通入园。 同
时， 热带展览温室、 卧佛寺也开
通了一卡通服务， 游客可以使用
一卡通在这两处景点刷卡入园。

据了解， 一卡通入园的收费
标准与公园门票一致， 桃花节期

间门票10元。 目前只能购买全价
票使用， 持学生卡的游客无法享
受半价优惠。

今年春节期间， 北京植物园
开始一卡通入园试运行工作， 刚
一推出就受到游客的欢迎， 刷一
卡通人数占到售票总数的10%。
使用一卡通入园的游客也不断增
加， 截至上周， 刷一卡通的入园
游 客 量 已 经 超 过 售 票 总 数 的
40%， 网络售票数量也超过售票
总数的10%。 桃花节期间， 北京
植物园周末的购票人数在3万人
以上， 近三分之一的游客使用一
卡通入园， 直接减少了1万名游
客在门区排队购票。

□本报记者 邱勇

街道企业联手开展志愿活动

公益、 便民、 电子商务、 培
训， 这四类服务不久在村民家门
口即可享受。 近日， 通州区信息
进村入户工程暨标准型益农信息
社正式启动。 今年， 通州区将发
展建设标准型益农信息社35家，
并计划三年内在该区所有涉农行
政村实现全覆盖。

“这是通州农业信息化发展
着力打造的一个重要平台， 也是
全区解决信息进村入户 ‘最后一
公里’迈出的坚实步伐。 ”通州区
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信息进
村入户工程” 让村民不出村就能
享受到“公益、便民、电子商务、培
训”四类便捷的信息化服务。

永乐店镇是通州信息进村入
户工程第一批试点。 在南堤寺西
村标准型益农信息社服务站点

里， 来自河北、 东北、 内蒙古等
地的优质农副产品和生活用品摆
放在货架上， 让农村居民的日常
消费有了丰富的选择。 “一方面
可以通过网络平台采购东西， 一
对一供给村民。 另一方面， 也可
以上传自己的产品， 实现电商销
售， 真是既方便又惠民。” 该村
负责人说。

今年是通州区信息进村入户
工程———标准型益农信息社整体
推进年 。 按照 “有场所 、 有人
员、 有设备、 有宽带、 有网页、
有持续运营能力” 的六有建设标
准， 通州区将努力把其建设成为
信息服务的村级 “终端站点” 和
了解社情民意的 “基层触角 ”，
架设一座村民与外部世界沟通的
桥梁。

日前， 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团委和北京农商银行、 北京燃气公司志
愿共享服务开展启动签约仪式， 农商银行和燃气公司将针对东花市辖
区开展一系列服务活动。 北京农商银行合作商业网点、 超市等地张贴
“志愿者日” 标识， 社会各界志愿者凭有效证件享受购物等专享折扣
及在网点享受加热饭菜等服务。 本报记者 边磊 陈艺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赵思远

信息进村入户 家门口享四类服务

延庆山区试点电采暖

□通讯员 曹晶晶

西花市南里社区社工服务全覆盖

平谷专家赴新疆开“地头课堂”

通州年内建35家标准型益农信息社

北京植物园开通一卡通快速入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