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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5月19日， 西城区新街口地
区开展了第二场 “周末大扫除暨
社区环境有我更美” 活动。 千余
名在职党员与社区退休党员、 志
愿者等自愿报名参与， 为地区环
境提升贡献力量。

清扫院落
母女合作齐上阵

“我们的院儿现在住着7户人
家。 我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 先
扫一遍院子。 有时候女儿也会帮
我。” 家住新街口西四北五条31
号院的孔秀兰今年77岁， 是一位
老党员， 义务清扫她居住的大杂
院已经几十年了 。 在她的带动
下， 女儿和院子里的年轻人也加
入到义务劳动的队伍中。

“妈妈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
化的。 这么多年， 她把院子里打
扫得很干净， 如果脏了， 我也会
觉得不舒服。 院儿里有堆放的自
行车、 电动车， 特别沉， 车底下
很容易积藏树叶、 柳絮， 不仅容
易引发火灾， 有的小朋友还会过
敏， 所以最好清扫干净。 妈妈她
年纪大了， 搬这些东西费劲， 我
就帮把手。” 孔秀兰的女儿告诉
记者， 除打扫自己住的院子， 她
也会参与其他志愿活动， “我就
在附近超市上班， 平时单位和社
区组织的灭鼠、 扫除、 铲除小广
告等， 我也会积极参加。”

在职党员
建设家园主动作为

除了社区的退休党员， 不少
在职党员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
北京联通工作的刘云湘就是其中
一位。

“这里是我岳父岳母家， 我
在这里也居住了十余年。 现在，

孩子大了， 我们虽然在附近租房
住 ， 对这里还是很有感情的 。”
在西四北三条27号院， 有着26年
党龄的党员刘云湘告诉记者。

“我们平时上班比较忙， 跟
老人交流少。 花草丰富了老人的
生活， 院里六七户老人一起交流
怎么种花 、 养花 ， 增进邻里感
情。” 刘云湘平时有时间也会和
老人们一起为院里的绿植浇水、
松土， 增加院里绿化面积。

这次 “周末大扫除”， 刘云
湘已经是第二次参加了， 活动立
足小家， 贴近社区， 唤醒了他建
设美好家园的意识。 “以前， 在
马路边看到小广告， 或者没有摆
放整齐的共享单车 ， 没什么感
觉， 现在就会上手， 把小广告撕
掉、 把自行车摆放整齐。” 他说。

发挥党员专长
社区将开展丰富活动

铲除墙面小广告、 打扫院内
卫生、 对院内杂物进行清理……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大扫除， 社区
环境整洁多了， 不少在职党员表

示， “双报到” 后， 他们在参加
活动中， 认识了许多不同单位的
党员朋友。

西四北三条社区党委书记王
蓉介绍， 他们社区属于平房区，
平房院落多， 基础设施陈旧， 配
套设施不完善， 虽然居民有一定
的环境意识 ， 但仍然存在乱堆
放、 乱倒垃圾等问题， 尤其院内
更为普遍。

“社区原本有 141位党员 ，
最近又有87位党员来社区报到。
结合党员回社区报到的情况， 我
们组织党员走进社区 、 走进院
落， 零距离与居民交谈， 清理卫
生死角， 同时宣传党的政策， 了
解群众需求 ， 解答居民疑难 。”
王蓉表示， 在党员微信群中初步
调查了大家参与活动的时间和意
向。 接下来， 将结合党员们的专
长和需求， 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
活动， 推进社区党建工作和单位
党建工作的互联互动机制。

新街口地区党员居民主动作为

周末大扫除

在密云区冯家峪镇西口外村
的高山崖壁上， 悬挂着数百个蜂
箱， 这里是全国最大的中华蜜蜂
崖壁蜂场。 5月20日， 在世界蜜
蜂日这一天， 冯家峪镇举办了首
届 “割蜜节”， 收获了中华蜂储
存酝酿一年的 “野生百花蜜 ”。
在该镇发展中华蜂产业过程中，
还陆续精准帮扶82个低收入家
庭， 割蜜节过后， 这些低收入户
也有望实现脱贫。

冯家峪镇地处密云北部山
区， 具有十分丰富的山地和林业
资源。近年来，该镇大力调整产业
结构， 力争将生态资源变成经济
资源。“2016年初成立了养蜂专业
合作社， 并在第二年建成了全国
最大的中华蜜蜂崖壁蜂场。”北京
保峪岭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郭
小力告诉记者， 中华蜜蜂是中国
独有的本土蜜蜂， 现在已濒临灭
绝，为还原中华蜜蜂的野性，减少
人为干预蜜蜂生存状态， 他们采
用崖壁养蜂的方式， 既将中华蜜
蜂有效地保护起来， 又可以收获
营养价值更高的野生崖蜜。

割蜜节现场， 合作社专门聘
请的“蜘蛛人”身系安全绳，从高
高的山顶垂直向下， 行走在峭壁
之上，收割悬挂在那里的崖蜜。这
样的割蜜每年只有一次， 且每次
只取蜂巢三分之一的蜜量。 郭小
力表示，虽然每年只割一次蜜，但
产量稀少的野生崖蜜可以卖上好
价钱， 为当地蜂农实现增收，同
时， 限制取蜜也可确保中华蜂的
繁衍生息和崖蜜的高品质。

随着中华蜜蜂产业的不断发

展， 2017年， 冯家峪镇将中蜂产
业与精准帮扶相结合。 “我们召
开低收入户养蜂大会， 全镇59个
低收入户， 与北京保峪岭养蜂合
作社签订低收入户养蜂脱贫协议
书， 尝试用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
富。” 冯家峪镇副镇长刘振虎表
示， 低收入户蜂农每家可免费领
取50群中华蜂养殖， 养殖过程中
所需材料和技术指导均由政府和
合作社承担， “只要精心养蜂，
低收入蜂农零投入就可以在割蜜
后实现脱贫目标 。” 刘振虎说 ，
所有养殖合格的蜂蜜均由合作社
回购， 2017年， 59户低收入户产
蜜8100公斤， 户均增收6800元。

而今年， 冯家峪镇又新增23
个低收入户加入到养蜂行列， 平
均每周一次的培训让很多初涉养
蜂行业的蜂农们迅速成长和成
熟。 家住冯家峪镇北栅子村的蜂
农彭明军就是精准帮扶对象之
一， 2017年第一次养殖中华蜂的
他 ， 在合作社技术人员的指导
下 ， 就实现了上万元的增收目
标。 今年， 养殖技术更加熟练的
彭明军还计划扩大中华蜂养殖规
模 ， 预计今年将有超过2.4万元
的经济收入， 这也将最终实现彭
明军的脱贫目标。

刘振虎说：“未来， 辖区18个
行政村将陆续推广中华蜂养殖产
业， 以带动更多的低收入户加入
自力更生、 脱贫致富的发展道路
上来。 ”据悉，2018年，冯家峪镇计
划实现中华蜂存栏15000群，产蜜
12万公斤， 经济收入预计达1200
万元，中华蜂养殖将达430户。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社区吹哨、 党员报到”。 近
日， 昌平区回龙观镇领秀慧谷社
区在职党员纷纷回到社区， 发挥
各自专长， 为居民送上种类多样
的社区课堂系列活动。

领秀慧谷社区建立了 “社区
党员助力社区建设 ” 微信群 ，
342名在职党员为社区建设发展
建言献策， 同时利用社区平台发
挥所长， 服务居民。 党员张悦就
职于北京农商银行昌平支行七里
渠分理处， 回社区报到后， 她主
动提出想为居民讲解金融方面的
相关知识 。 “平时工作朝九晚
五， 虽住在社区， 但参与活动不
多， 线下报到让我更有归属感。”
张悦说。

在社区党支部的组织安排
下， 张悦与其他5位在职党员行

动起来， 通过前期调查了解居民
具体需求。 他们发现， 除了如何
预防金融诈骗、 怎样正确选择理
财产品是居民的关注点以外， 不
少老年人还对 “北京通———养老
助残卡” 的办理、 激活等问题存
有疑问。 为此， 张悦充分发挥专
业优势 ， 整理资料 、 制作PPT，
为居民送上了一堂金融知识讲
座。 头一次来社区活动室听课的
居民冯先生感触颇深： “原先总
觉得社区课堂就是老年人的活动
天地， 这次讲座年轻人也获益良
多， 还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

从事公安系统网络安全工作
的党员杨宁也将自己的课程意向
书制成文档， 发送给了社区党支
部。 “网络暴力、 人肉搜索等都
属于网络安全范畴， 开设网络安

全课， 可以让大家了解如何在网
络中规范自我言行。” 杨宁说。

“我们渴望更多有热情、 有
特长的党员回到社区， 积极投身
社区党建、 公益服务。 按照在职
党员上报的个人特长， 将陆续开
设女子防身术、 夏季游泳救援、
医疗卫生安全、 环保知识、 猎头
顾问等课程， 搭建联络平台、 整
合服务力量， 充分发挥报到党员
的自身优势， 组织在职党员参与
社区建设。” 领秀慧谷社区党支
部书记郭荣华说。

今后， 领秀慧谷社区还将根
据党员诉求，为“回家”党员开展
手语课、英语课等各类课程，让每
位党员既能在“家中”参与奉献，
又能获得提升，真正实现“党员服
务居民，支部服务党员”。

建设家园有我更美好

社区吹哨我报到

在职党员“回家”服务居民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轩辕伊子

全国最大中华蜂崖壁蜂场迎来割蜜节

精准帮扶82个低收入户脱贫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5月18日， 朝阳区团结湖街
道中路北社区司堃范爱心工作室
志愿者、 社会单位在职党员及朝
阳医院的护士们， 走进团结湖暮
年颐乐托老所为老人义诊， 并讲
解各种用药指导。

据了解， 司堃范退休前是北

京朝阳医院的护士长， 生前关怀
帮扶辖区孤寡独居老人近30年。
2005年5月12日，她倡导并发起成
立了司堃范志愿者爱心工作室，
带领更多志愿者关爱老人， 朝阳
医院也加入其中， 与辖区孤寡困
难老人结对帮扶，13年从未间断。

志愿者携白衣天使助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