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修缮留住老样子， 通过
整治赋予新生命。 近日， 记者来
到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 了解
雨儿胡同在老城有机更新保护工
作上的新探索， 体验老胡同居民
过上的城市现代生活。

保护传统风貌
改善生活条件

“让老街区焕新颜 ， 既要注
重风貌保护 ， 又要兼顾民生改
善。”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办事处
主任张黎说。 记者来到雨儿胡同
25号院， 发现宏观到门廊屋顶，
细微到墙砖雕栏， 都得到了不同
程度的修缮， 更重要的是， 院儿
内宽敞了， 干净了， 新修的厨房
和厕所也让这胡同里的宅院 “添
了新”。 家住这里的李大妈向记
者回忆， 以前， 这里的住户最怕
的便是 “屋漏偏逢连夜雨”， 房
子由于年久老化， 经常漏雨， 更
夹杂着一些安全隐患， 给这里的
生活添了不少麻烦。

雨儿胡同修缮整治工作作为
探索首都老城历史文化街区更新

改造的试点项目， 没有现行经验
可借鉴， 为此， 项目指挥部创新
推出了全市首个 “申请式改善”
政策体系， 保障留住居民的基本
生活需求， 适度改善留住居民的
生活条件， 补足公共服务短板，
打造建筑共生、 居民共生、 文化
共生的 “共生院”。 项目部在居
民统一拆除生活必用违法建设的
前提下， 根据居民的家庭结构和
生活状况， 允许居民申请租赁腾
退正式房适度改善生活条件， 同
时制定厨卫浴设施配置标准， 居
民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
政府统一做好市政排水排污基础
设施改造， 为居民安装厨卫浴设
施提供基础保障。 同时， 遴选3
支具备古建修缮资质的专业队
伍， 严格把控施工工艺和材料做
法， 制定在房屋修缮中老构件收
集利用的工作方案 ， 加强老构
件、 老物件的妥善保护和整理利
用， 做到修旧如旧， 让胡同、 居
民留住记忆、 留住乡愁。

徐广立是京诚集团退休返
聘、 专门请回来为项目把关的瓦
工师傅。 他表示， 在胡同修缮改

造过程中 ， 砖墙砌法等施工工
艺， 要完全符合古建标准。 在老
料的使用上， 更是进行了细致的
分类与要求。 他说： “可使用老
料的建筑部位主要有屋面 、 屋
脊 、 露明墙体以及外部可视部

位。 我们经过评估， 能用的老料
经过加固修缮， 还能重新使用，
如果不能使用， 就要按照 ‘修旧
如旧’ 的原则， 填上新的， ‘新
老并用’。”

李大妈表示， 经过修缮和改
善的院子， 不仅原始样貌没有得
到破坏， 更加美观， 房子也不漏
水了， 安全隐患也排除了， 违建
拆除后， 项目部利用腾退的空间
建了厨房和厕所， 让老院子增添
了许多新的功能， 自己的生活方
便了不少。

建筑居民文化共生
老街幸福指数提升

在房屋运营管理上， 项目部
探索引入新市民、 新业态、 新功
能等 ， 打造建筑共生 、 居民共
生、 文化共生的 “共生院”。 雨
儿胡同30号院， 曾是清朝值年旗
衙门的马房和花房。 经过外迁腾
退， 这里居民从以前的14户变成
了现在的2户， 居住条件大大改
善。 另外， 根据居民需求， 项目
部在拆迁腾退后的公共空间布局

了 “居民议事厅” “公共客厅”
“老年餐桌” “社区自助角” 等
便民服务功能。 其中， 一名留住
居民是厨师出身， 他本人也将参
与 “老年餐桌”， 为胡同内更多
的留住居民提供服务。

据东城区住建委副主任刘静
韦介绍， 截至目前， 雨儿胡同拆
除违法建设 160间 ， 建筑面积
1446.1平方米， 亮出了院落公共
空间， 还原了院落规制格局， 恢
复了院落传统风貌， 改善了居民
居住环境， 为修缮整治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完成19个院落的整体
修缮整治提升， 完成排水管道改
造， 安装化粪池设备、 污水处理
设备， 并接入市政管线。 全面完
成院内地面铺装、 门窗更新、 室
内装修、 景观摆件布置、 强弱电
线路入地等工作， 切实改善了院
落生活环境， 提升了留住居民的
生活条件。 完成8个院落的清理
整治任务， 进一步改善了院落公
共环境， 降低了安全隐患。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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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式改善”让雨儿胡同留旧貌焕新颜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本报记者 马超

中建三局助力留守儿童圆梦北京

6.5万株乡土植物扮靓石景山37社区
□本报记者 唐诗 通讯员 赵昂

为做好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 修订工作， 从本月起约
1.5万名市 、 区 、 乡镇人大代表
将赴基层听取市民群众意见建
议。 活动将于8月底完成， 条例
修订草案将于10月下旬提请市人
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8月15日下午， 部分市、 区
人大代表来到国贸大酒店和朝阳
区双井街道富力社区， 就 《北京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修订工作
与物业、 餐饮、 垃圾分类企业、
社区工作者及居民代表面对面进
行交流， 倾听群众意见和呼声。

“北京的垃圾分类到底该怎
么做？ 要聚集民智， 让群众说了
算， 让大家献计献策。” 国贸大
酒店多功能厅里， 朝阳区人大代
表、 建外街道工委书记田华发言

说。 田华表示， 国贸地区既有老
旧小区， 也有商务楼宇， 但商务
楼宇的垃圾产生量远远高于居民
区 。 是否要对垃圾进行总量控
制， 总量控制到底要从哪入手？

关于禁止使用一次性用品这
个问题， 参会的国贸大酒店工作
人员表示， 他们已经开始尝试逐
步取消一次性用品。 对于是否应
当强制进行垃圾减量等问题， 国
贸物业清洁部莫翔宇提出， 据统
计， 国贸中心产生的厨余垃圾每
天在8吨左右。 希望能够引导各
写字楼的租户进行垃圾分类， 从
源头进行垃圾减量。

当天下午， 在富力社区居委
会二层会议室内， 另一场人大代
表征求意见活动正在进行中。 作
为垃圾分类公司的代表， 北京智

铭永泰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刘杰建
议， 最好区别对待不同的小区，
待一个小区的居民垃圾分类参与
率过半之后， 再考虑对这个小区
进行垃圾强制分类。

修订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已
成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实现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据
调查， 居民家庭丢弃的生活垃圾
中 ， 约 20%-30%是可 回 收 物 、
50%-60%是厨余垃圾、 10%-20%
是其他垃圾 ， 有害垃圾只有1%
左右。 由于厨余垃圾中有机质含
水量较高， 如果不分类、 随意堆
放或简单填埋， 会污染土壤、 水
源和空气 ， 危害人们的身体健
康。 混合垃圾在收集、 运输、 处
理过程中容易发酵 ， 产生渗沥
液， 污染环境。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将修订

市区乡人大代表听取垃圾分类意见

广场大门旁边的角落里种着
高粱、 谷子、 玉米让观众倍感亲
切， 牛大妈激动地说： “这些我
们之前插队都种过， 看到这些仿
佛回到自己十几岁的时候。” 这
一幕发生在石景山区举办的 “我
和我的祖国”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展览上。 8月16日， 该展览开幕
仪式及创城宣讲活动在京西五里
坨民俗陈列馆举行。 此次展览主
要展示了老百姓衣、 食、 住、 行
四个方面的细微变化， 展现出新
中国成立70年一路走来的历程。

在这次展览的老物件中， 一
个大衣柜背后有一个奇妙的故
事， 几年前一位老先生来馆内，
激动地和工作人员说这个衣柜是
自己还不到18岁时做的， 当时做
的数量不多， 这是其中一个。 这
位先生感叹道： “怎么会有这么
巧的事情， 我没想到我还能见到
自己40多年前做过的大衣柜。”

一个以过去副食店为主题布
置的展室很受欢迎， 墙上一幅幅
手绘的图片、 展柜里一个个老包
装的调料瓶， 引来了老一辈观众
们的讨论， “看见这些我就想起
我小时候给爸妈打酱油……” 让
人印象深刻的展品太多太多， 大
家在自然、 轻松中了解在党的领
导下新中国的成就、 社会面貌、

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变化。
在创城宣讲环节中， 宣讲人

生动的讲述了新中国的故事 。
活 动 当 中 还 穿 插 了 歌 舞 表 演
为 新 中国70年华诞庆生 。 通过
此次活动， 观众们更直观的看到
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映出的新中
国成立70年来各个方面取得的丰
硕成果。

京西五里坨民俗馆展出老物件
□本报记者 唐诗/文 陈艺/摄

“我长大后想当一名宇航
员， 这次能这么近看飞机， 还
能坐在里面模拟飞行 ， 太棒
了 。” 来自四川的赵庆禹兴奋
地围着飞机跑， 这都得益于中
建三局北京公司举办的 “我要
去北京” 之农民工子女EAP心
理关爱夏令营 ， 他终于 “圆
梦 ” 北京 。 8月17日 ， 中建三
局北京公司在大兴工地举办
“我要去北京 ” 之农民工子女
EAP心理关爱夏令营活动， 20
余名农村留守儿童和孩子父母
欢聚一堂， 共度暑假。

“爸爸绑过的钢筋能绕着
地球转好多圈 。” 刘兴的父亲
是一名钢筋工。 “以前只知道
爸爸是盖房子的， 原来他这么
厉害 。” 看着父亲的钢筋钩上
下翻飞， 刘兴脸露自豪之色。

为了促进父母与子女的沟
通融合， 活动特别 设 置 亲 子
主题互动， 父母工作、 生活场
所体验及赴军事博物馆参观等
环节。

“留守儿童与父母聚少离
多， 大多数会存在一些沟通融
入的困难， 我们举办农民工子
女EAP心理关爱夏令营， 能让
彼此有更多的理解和相处空
间， 也为孩子们提供一次游览
北京的机会 。” 北京公司党委
副书记、 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
王健告诉记者。

“通过这次相处， 知道了儿
子的梦想 ， 我会支持他 。” 工
友赵顺阳看着儿子， 眼中充满
了关爱。 “同吃同住同游， 我
们父子感情更融洽了。”

活动现场， 每组农民工家
庭领到了包括书包、 文具、 书
籍在内的暖心大礼包。 北京公
司党委书记 、 董事长许涛说 ：
“希望通过这类活动把企业与
员工互相服务的新型劳资理念
融入企业文化建设。 通过企业
为员工提供多样性、 人性化服
务， 激发员工幸福感、 归属感
和使命感， 从而共同承担和完
成企业的社会责任。”

月季、 玉簪、 马蔺……一
株株乡土植物在社区居民的劳
动中被种植到房前屋后 。 8月
17日 ， 石景山区园林绿化局
(区创森办） 开展的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乡土植物进社区”
主题活动， 活动从本周起持续
至8月底， 分六批为全区9个街
道37个社区提供乡土植物共计
6.5万株。

本次活动由石景山区创森
办发起， 街道社区组织3000余
人参与。 活动以花为媒， 居民
参与整地、 拔草、 种植等体验
劳动 ， 在与花草亲密接触中 ，
提升创森工作的知晓率、 支持
率、 满意度。 与此同时， 工作
人员还为参加劳动的社区居民

发放创森宣传彩页3000余张 ，
发放其他创森宣传品2万余件。

石景山区园林绿化局工作
人员黄乐告诉记者， 由于该区
老旧小区居多， 当年的小树都
长大了， 树荫多， 多数花卉都
是喜光的， 所以就要选择耐阴
的品种栽植。

本次活动得到街道、 社区
和居民的欢迎和响应， 活动规
模也是近几年开展的同类活动
中响应社区最多、 提供苗木数
量最大的一次。 石景山区园林
绿化局工作人员表示， 该区要
借助活动让争创国家森林城市
走进千家万户， 区创森办还将
针对社区需求开展养护技术指
导和成果观摩等跟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