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西瓜谱写全域旅游大文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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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30年以瓜为媒引来各地游客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用温情打动居民的城管队
员、深入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的
机关干部、20年如一日守护社区
安全的党员志愿者……近日，东
城区东花市街道第三届“我是宣
讲家”百姓宣讲活动总决赛中，7
位宣讲员用亲身经历讲述“花市
故事”，传递暖心正能量。

“中国强胡同三号院是东
花市最后的平房区， 院内的违
章自建房、 堆物堆料等非常严
重， 过道异常狭窄， 最窄的地
方只有30厘米左右。” 来自东花
市街道城管执法队的教导员蒋
蕊 “现身说法”， 道出了不少平
房院落存在的问题。

从今年5月起， 围绕 “新时
代、新思想、新气象”，东花市街
道大力开展“我是宣讲家”百姓
宣讲活动，与以往不同，今年，街
道着力从疏解整治工作事迹和
一线工作者中推荐、选拔宣讲员
和宣讲故事，着重讲述在疏解整
治重点工作中真实感人、正能量

的大情小事。经过选拔，最终7名
选手进入总决赛。

在今年疏解整治工作中，东
花市街道成为示范街道，超额完
成整治目标。作为综合执法组的
一名新人，毕玲帆见证了东花市
的点滴改变。引人入胜的还有东
花市街道为改革开放40周年创
作的快板 《辉煌成就耀山河》。
“我今年60多岁了， 改革开放40
年我完整参与。现在日子一点点
变好， 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遥
想当年什么都限量， 凭票才能
领，现在要什么有什么。 而我们
的国家也从当年的积弱积贫到
今日的繁荣富强。 ”快板表演艺
术家李世儒先生介绍，在街道工
委的支持下，团队创作了快板。

据悉，今年东花市街道“我
是宣讲家” 百姓宣讲活动从主
题、 故事的内容到表现形式，都
紧密围绕老百姓所关注的热点，
真正体现百姓故事百姓讲，百姓
讲给百姓听的宣讲工作要求。

昨天， 记者从海淀区了解
到， 学院路街道首个老旧小区
的电梯投入使用。

矿大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多
产权大院社区， 大部分居民楼
是无电梯的6层板楼， 其中居住
在西四楼的多位退休老教授多
次来居委会诉说没有电梯的苦
恼， 呼吁已持续六七年时间。

西四楼共有4单元， 每单元
12户， 共有48户。 作为由居民
自筹增设的电梯试点项目。 从
2017年9月开始， 矿大社区居委
会组织社区居干深入西四楼居
民家中 ， 签署电梯安装协议 ，
多次召开居民协调会， 汇总居

民的意见。 经过多部门的努力，
西四楼电梯安装工程于今年3月
正式动工， 9月， 西四楼居民即
可乘坐全新的外挂式电梯出行。

据学院路街道负责人介绍，
自2017年5月24日正式启动学院
路地区既有多层住宅增设 （适
老化） 电梯工作以来， 共有7个
社区开展此项工作， 共完成签
约楼门114个， 2017年签约楼门
90个， 2018年签约楼门24个。

目前， 学院路街道已有66
部电梯完成了前期的管线改移
工作， 20部电梯完成了主体安
装工作， 等待验收试运营； 11
部电梯正在进行轿厢主体搭建。

□本报记者 白莹

学院路首个老旧小区电梯投入使用

刚刚过去的夏天， 第30届北
京大兴西瓜节引来各地游客，小
小西瓜成为大兴区旅游业的排头
兵，为新区增添了不少“人气”和
“商机”。 记者从大兴区旅游委了
解到， 距1988年大兴区首次举办
西瓜节，已经过去了30年。如今的
大兴已今非昔比，通过做好小“西
瓜”的旅游“大文章”，大兴以瓜为
媒走出了全域旅游的新路子，近
年来， 一批优质的旅游项目落地
生香， 一批具备生命力的旅游活
动持续开展， 一批热爱大兴旅游
的“回头客”纷至沓来……

政策引导
打开西瓜旅游之门

今天的大兴以瓜兴区 ， 有
“中国西瓜之乡” 的美誉， 大兴
西瓜也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但是在1988年首届大兴西瓜节期
间， 大兴的经济远低于如今， 旅
游更是摸着石头过河， 旅游人自
己心里都没底。

1988年， 改革开放伊始， 经
济发展刚刚起步。 虽然大兴区有
着独特的西瓜种植优势， 但是对
于能通过西瓜实现富裕的生活，
没有一个瓜农敢想。 当年， 大兴
人谋划筹备一场节庆活动， 借此
把大兴宣传出去 ， 由此想到了
“以瓜为媒， 广交朋友” 的口号，
大兴西瓜成为旅游的星星之火。

当年6月28日， 大兴首届西
瓜节举行了一场盛大开幕式， 丰
富多彩的西瓜游艺活动吸引了国
内外70余万人参加。 旅游发展的
大门， 就在小西瓜的引领下， 不
经意间被打开了。 瓜农们打开了
西瓜旅游的大门， 政策指引又让
更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走进 “西瓜小镇 ” 庞各庄
镇 ， 没有人不知道宋宝森的名
字。 凭借出众的西瓜栽培技术和
种植经验， 宋宝森获得 “瓜王”
美誉。 如今， 从老 “瓜王” 宋宝
森到儿子宋绍堂， 再到孙子宋志
佳， “三代瓜王” 不但倾注了对
西瓜的专注和热情， 也从小西瓜
中尝到了幸福生活。

那是1983年， 北京大兴实现
包产到户， 宋宝森开始自主种植
西瓜 。 “过去种瓜就是靠天吃
饭， 收成也很难有保障。” 这是
留在81岁的宋宝森记忆里的感
受。 但随着时代发展， 西瓜逐渐
从普通水果成为发家致富的 “明

星 ” ， 更成了吸引四方宾客的
“香饽饽”。

2000年9月 ， 宋宝森的儿子
宋绍堂注册 “宋宝森 ” 品牌 ，
2001年又在京开高速边开了个
“宋宝森精品西瓜专卖店”， 2003
年再在庞各庄镇党委政府帮助
下， 投资300万元成立 “老宋瓜
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过扩
大规模， 宋家十几亩传统西瓜地
摇身一变， 成为占地50亩的老宋
西瓜精品园。

宋宝森一家三代通过西瓜致
富的经历， 也成为众多大兴瓜农
的代表和典型， 从当初的单纯经
济作物种植， 到成为今天旅游新
业态的媒介， 大兴西瓜不但促进
了大兴旅游的转型升级发展， 也
把幸福生活带给了瓜农们。

科学引导
西瓜产业带动旅游新发展

西瓜节和大兴旅游就像一对
不可分离的双胞胎， 从1988年首
届西瓜节开始 ， 大兴西瓜走出
去， 世界游客走进来。 在通过西
瓜招商引资的同时， 大兴西瓜逐
渐成为大兴靓丽的区域名片。

2014年， 在大兴旅游委的努
力下， 大兴西瓜节由简单的节庆
活动 ， 转变为 “大兴西瓜季 ”，
提升节庆活动影响力的同时， 带
动大兴旅游取得长足发展。 “政
府搭台、 社会参与、 企业承办、
市场化运作”， 西瓜季延长了节
庆时效， 提升了参与度， 更吸引
了游客的持续到来。 大兴区旅游
委负责人表示， 在大兴西瓜的影
响下， 让游客来到大兴， 留在大
兴，乐在大兴，扩大大兴旅游的影
响力， 是近几年大兴旅游战略
布局的初衷和目标。

十大旅游特色小镇、 十大旅
游特色线路， 丰富多彩的节庆活
动， 各具特点的旅游园区……在
大兴区旅游委的努力下， 大兴旅
游的宏观布局趋向合理， 特色层
次越发鲜明， 在大兴农品———大
兴西瓜的带动下 ， 大兴金把黄
梨、 大兴桑椹、 大兴葡萄、 大兴
樱桃、 大兴草莓逐渐走入游客视
野。 “在旅游模式上， 我们利用
先进的信息手段， 使用手机APP
等客户端， 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旅
游互动 ， 让大兴旅游在 ‘互联
网+’ 的大背景下， 拔得头筹。”
该负责人表示， 正是在 “智慧旅

游” 的新思路下， 大兴旅游的发
展迈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统计数据显示， 大兴区的旅
游数据节节高， 旅游收入一年比
一年更好。 近三年， 大兴区平均
年度旅游人数突破600万人次 ，
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0亿元。

长远规划
以瓜为媒拉动全域旅游

“西瓜搭台 ， 旅游唱戏 ”，
今天的大兴， 已经从西瓜独自挑
起旅游大梁， 变成了旅游百花园
满园春色。

2016年，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
就在北京魏善庄举行， 40余个国
家的800余位月季专家大咖、 行
业人士和月季爱好者， 在摇曳的
花香里探讨了与月季有关的文
化、 历史与科技。

而早在月季大会召开前，核
心举办地大兴区魏善庄镇， 已经
因这朵月季花开启嬗变之路，原
本以“一产”为主的传统农业镇，
通过腾退低端产业、新建路网等，
转身为拥有5000余亩月季产业园
区的月季小镇。月季大会结束后，
众多与月季有关的园区和场馆已
全部变为大兴的旅游名片。

大兴区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与旅游休闲相结合是月季大
会筹办之初的规划， 指向新型城
镇化则是长远目标。 2016年7月，
月季大会的总结参观活动上， 大
兴区有关负责人认可了魏善庄镇
泛博物馆式的旅游发展模式， 并
表示在 “后月季大会时代”， 大
兴区要通过旅游产业的发展， 打
造地区品牌， 并且把农业短板变
为发展优势， 做好农业园区的转
型升级。

随后， 大兴区围绕南中轴路
和庞安路的“十字轴”，打造了以
浪漫月季小镇魏善庄为首的 “十
大旅游主题小镇”，描绘出“一线
连十线、 十园通百园、 百户带千
户”的旅游发展新格局蓝图。

没山没水的大兴， 在西瓜的
带动下， 成为了各地游客争相游
览的旅游胜地。 一批优质的旅游
项目落地生香， 一批具备生命力
的旅游活动持续开展， 一批热爱
大兴旅游的“回头客”纷至沓来。

北京市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
示， 2016年大兴旅游共接待游客
600多万人次， 综合旅游收入突
破60亿元。

由首都文明办主办的V蓝·
北京环保嘉年华首场巡展， 近日
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拉开帷幕。
本次环保嘉年华巡展分别由石景
山、 昌平、 通州、 海淀、 丰台五
个区举办， 一直持续至9月24日。

巡展现场设置了绿色出行、
绿色消费、 绿色公益和争做绿色

环保志愿者等多个展区。 其中，
绿色出行展区由文明骑行、 礼让
斑马线和绿色飞行棋专区组成。
绿色消费展区由 “衣” 旧风采、
空调调高一度和助力环保专区组
成。 绿色公益展区由 “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争当海洋卫士和变
废炫宝专区组成。 争做绿色环保

志愿者展区由 “一目了然” 和身
临其境专区组成。 活动现场， 参
与者可以通过扫码关注 “V蓝北
京” 领取 “环保嘉年华” 护照，
体验各个展区的实验和游戏， 赢
取通关印章、 兑换礼品。 参与者
可以关注 “V蓝·北京 ” 微信公
众账号了解巡展活动动态。

“下班回来终于不用再犯
愁了。” 家住五里仓二小区的王
女士说。 原来， 顺义区石园街
道五里仓第二社区居委会近日
与美懋广场合作， 利用夜晚时
间为居民解决120个停车位。

据悉， 由于五里仓二小区
正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施工
期间， 很多居民回家没有车位
可停。 五里仓第二社区居委会
主任张晶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为缓解给居民带来的不便， 张
晶打起了小区对面美懋广场的
主意。 为此， 张晶上门拜访了
美懋广场的年总。 了解到居民
的难处后， 年总当即就答应了，

“我们这大多是五点左右下班，
下午五点半停车场就空了70%
到80%， 这些车位可以提供给
周围的居民！” 8月底， 双方达
成一致， 美懋广场停车场错时
对居民开放 ， 共提供车位 120
个， 居民可在当日晚5点半至次
日早8点半使用停车场。

为保障停车场地正常， 居
委会还为居民办理了停车证 ，
并逐一签订协议书， 明确告知
注意事项。 居委会还成立了专
职巡查队， 每天早晚对居民停
车情况进行巡查。 “目前， 至
少能缓解6栋楼居民的停车困
难。” 张晶说。

□本报记者 盛丽

环保嘉年华巡展宣传环保理念

7位宣讲员讲述“花市故事”

□本报记者 杨琳琳 通讯员 李双节

120个错时车位解居民停车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