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

□本报记者 任洁

“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 是
破解首都基层治理难题的探索创
新， 在实践中， 一声声哨响不仅
解决了某一问题， 还探索建起一
套服务群众的响应机制， 做到了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微信群 “线报哨”
全天候在线实施解决

丰台方庄地区居民结构多
样，对美好生活诉求多、建议多，
线上线下交流互动活跃。 面对这
些新需求、新变化，方庄地区工委
办事处通过网上直播、 微信群等
互联网方式走群众路线， 实现了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新途径。

位于方庄地区的芳星园三区
社区副书记孙立是一名网格员，
每天早上到社区居委会上班之
前， 他都要在自己的网格上先遛
上一圈。 今年5月，他收到楼门长
的“线报”发现一个群租房，上门
调查后发现， 一套三居室的房屋
中间打了隔断，被多人承租。孙立
马上把这一信息发到了网格巡查
平台微信群里，随后，社区综治办
入户调查， 并联系房主和中介核
实，限期一周之内整改。

记者了解到， 方庄地区的网
格员们每天都会在微信群里上报
自己巡查的路线和发现的问题，
办事处主任 “接力” 将问题反馈
到上一级微信群中 “吹哨”， 微

信群中公安 、 消防 、 城管 、 工
商、 交通、 食药监等部门报到，
解决问题， 反馈结果。 由此， 构
建了从问题发现—分析研判—综
合执法—处置反馈的闭环式指挥
调度体系。

据悉，目前，方庄地区共建立
各类微信群612个，覆盖党员群众
4万人 ，覆盖居民户65%，初步实
现了地区工委与群众扁平化零距
离、全天候沟通联系的目标。

老街坊 “议事哨”
调动社会力量共治身边事

随着 “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
工作的深入， 石景山区意识到，
仅仅转变政府职能是远远不够
的 ， 必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
量。 在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下， 石
景山在社区组建了以党员为骨
干、 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开
放性群众组织： 石景山老街坊。

目前， 石景山全区150个社
区全部建立了 “老街坊 ” 议事
厅。 “老街坊” 们扮演着社区宣
传员、 调解员、 监督员等角色，
提升了城市治理 “精治、 共治、
法治” 水平。

采访中， 正赶上石景山区金
顶街街道模式口村社区“老街坊”
议事厅在召开议事协商会， 讨论
主题是170号胡同的路灯问题。围
坐在一起的不仅有居委会主任、

区城管委的工作人员、 派出所干
警，还有几位老街坊代表。

“这条胡同的路灯不归路灯
管理处， 所以一直就没有装过路
灯。 现在， 经过初步商议， 我们
已经达成一致， 要给胡同里装路
灯了。” 模式口村居委会主任杜
建民说。

党员 “报到哨”
引来冬奥组委社区报到

吹哨、 报到机制不仅解决了
基层长期存在的问题， 提升百姓
生活品质， 还能为基层引入更多
社会资源，丰富百姓生活。

为建设冬奥社区， 石景山广
宁街道运用基层党组织和在职党
员 “双报到 ”机制 ，吹响了 “报到
哨”，吸引了“一墙之隔”的北京冬
奥组委机关党委到社区报到。

“从2018年4月起 ， 冬奥组
委先后有1名部级干部、 8名局级
干部及20余名党员干部以在职党
员身份到高井路社区 ‘报到’。”
石景山区广宁街道工委书记石显
富介绍， 比如， 北京市副市长、
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 机关
党委书记张建东就到社区开设
“冬奥大讲堂”， 讲授奥运知识。

地壶球、 旱地滑雪、 旱地冰
球……在位于高井路社区的电厂
路小学里， 不少学生正在教学楼
前的运动场上 “疯玩”， 而他们
玩的正是冬奥会冰上运动的旱地
项目 。 电厂路小学校长薛东介
绍， 学校2015年开始在学生中开
展冰雪教育， 探索开发 “冰雪主
题课程”。 而北京冬奥组委机关
党委到社区报到以来， 学校师生
跟冬奥会也有了更多 “亲密接
触” 的机会。 今年， 学生就参加
了2022北京冬奥会宣传片的录
制， 与奥运冠军展开了互动。 不
久前， 学校还成立了 “小小冬奥
组委”， 启动仪式就是在冬奥会
组委会办公区举行的。

“希望这些活动，可以让学生
们对冬奥会有更多了解， 将来有
机会可以参与其中。 ”薛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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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昨天，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了
“2018年度北京市退役军人就业
双选会”， 276家中央、 市属企
业和大型民营企业提供近千个
就业岗位， 800余名退役士兵到
现场咨询、 应聘。

北京市委、 市政府始终高
度重视退役军人就业安置和帮
扶工作， 今年以来， 分别召开
了市委常委会、 市政府常务工
作会， 专题研究本市退役军人
服务管理相关工作。 11月16日，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挂
牌成立 。 为发挥好 “娘家人 ”
作用， 进一步推进退役军人就
业工作， 做好自主就业和下岗
失业退役士兵、 复员干部就业

促进工作，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积极协调部分中央企业、 市属
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参加
此次退役军人就业双选会， 各
单位拿出高质量岗位， 通过双
向选择的形式进行招聘， 努力
为退役军人搭建就业平台， 为
退役军人多渠道、 多行业、 多
岗位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了解， 这是本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成立后举办的首届退
役军人就业双选会。 今年10月
27 日 ， 本 市 还 成 功 举 办 了
“2018年中央企业面向北京市退
役士兵选签会”， 109名符合政
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被
中央企业录用， 有力提高了退
役士兵安置质量和安置满意度。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12月10日， 东城区体育馆
路街道启动以 “寻迹·传承·展
望” 为主题的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报展活动。

走进报展活动展区，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深圳改
革开放吸引世界目光， 香港、澳
门顺利回归祖国……油墨清香
中，一个个标志性人物，一件件
影响深远的大事，跃然纸上。 活
动设置了“寻迹时光轴”启动仪
式、穿越“报纸时光轴”报纸故事
讲述、歌曲快闪等环节。

报纸收藏人， 四块玉社区
居民李铁光介绍， 他收藏报纸
50年从未间断， 家中藏有报纸3
万余种10万余份， 很多报纸都
是孤本。 经过和街道研讨， 最
终从两万多份报纸中精选出300
余份向公众展示 ， 分为经济 、
改革、 文化、 社会、 科技、 体
育六个专题， 把40年伟大变革
中的人、 事、 物， 通过报纸解

读的方式呈现出来。 “无数前
辈的经历与奋斗， 让我们得以
窥见改革开放的每一次彷徨与
前进， 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收
藏的历史。” 李铁光说。

展览现场还有百余封红色
家书 、 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 、
布票、 肥皂票、 海鸥牌照相机
等老物件， 观众穿越其中， 就
像行走在时代回廊间。 葱店社
区居民胡长河表示， 浏览的过
程就像是从过去走到现在， 能
清楚看到身边的故事和变化 ，
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40年带来
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体育馆路街道城管执法
队副队长李博表示， 报展还展
示了街道五年来的变化， 尤其
是在环境整治方面， 街巷每一
年都发生着可喜的变化， 由衷
感到高兴和自豪。

据悉， 本次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报展活动历时三天。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双选会为退役军人搭就业平台

研究墨脱地形地势对天气的
影响、 探究茶卡盐湖的形成……
当近两年中高考试题中出现这些
题目时， 北京中学的师生倍觉亲
切， 因为他们在学校组织的行走
课程中刚做完相关研究， 做起来
得心应手。 昨天， 北京中学展示
部分研究报告和学生作文， 其中
多篇报告在国内外评比中获奖。

北京中学成立于2013年9月，
是朝阳一所公办完全中学。 该校
开展十二年一贯制教育， 形成学
院系列、阅历系列、服务系列、健
身系列与雅趣系列的校本课程体

系。学校每学期分两个大学段，中
间设一个小学段， 大学段以校内
学习为主， 小学段以学生自主活
动、综合实践与社会考察为主。

2016年11月， 教育部等11个
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推进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而2013年9
月该校就设立阅历课程， 设置阅
读、讲堂、表达、游历四个模块，安
排学生作课题、 学习单和旅行日
志，建设“行走大地的课堂”。

在校外游历部分，该校的“自
然大课堂” 每学期组织学生到深
山老林里露营远足；持续开展“中

华文化寻根之旅”，4年内全体学
生在学校的组织下， 实地体验了
秦岭、齐鲁、巴蜀、敦煌，走过10个
省28个城市，旅途超过1000公里，
完成300多个课题研究，形成90万
字的研究报告； 开设 “世界大课
堂”，组织学生到哈佛、麻省等高
校体验学习；“首都博物馆课堂”
课程，让学生到博物馆深度学习。

校长夏青峰表示， 学生的全
面发展需要一定“阅”与“历”的支
撑，突破书本、教室、教师、校园的
界限，实现知识与生活的联接，这
符合新课程改革对学生的要求。

一声声哨响解决身边事

“行走大地课堂”4年形成90万字报告

泛黄报纸讲述40年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