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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个对口帮扶地区获捐500万元“扶贫种子”

“中国红” 的穿孔板廊架几
何排列错落有致， 盈盈绿意点缀
其中……日前， 海淀区北太平庄
街道文慧园斜街背街小巷整治提
升工程已圆满完工， 昔日脏乱差
的街巷重焕生机， 不仅环境里外
一新， 还添了几分文化韵味， 成
为北太平庄地区亮丽的风景线。

城市精细化管理向街巷
胡同延伸

位于北太平庄街道的文慧园
斜街全长547米， 宽度5.5-6米不
等， 由于地理位置临街， 产权人
陆续将原来的房屋墙面打通用于
经商， 门前三包环境脏乱差， 居
民反应强烈； 同时， 狭窄路面上
双向通行， 机动车、 非机动车、
行人交叉穿行， 存在较大安全隐
患 ； 再者 ， 墙面 、 路面污浊破
损， 公共卫生间脏臭旧， 不仅影
响街道美观， 还存在安全隐患。

北太平庄街道将城市精细化
管理向街巷胡同充分延伸， 在对
建筑外墙面、 外露管线、 破损人
行道、 “开墙打洞”、 违法建筑
等进行综合整治的基础上， 结合
地区特点和居民需求， 改造小微
街景， 在整治中见缝插绿， 围绕
消除卫生死角、 增添绿化景观、
提供休憩场所三大核心目标， 一
一补齐城市环境短板， 满足人民
群众的新期待。

“在前期满足街巷整治 ‘十
无标准’ 的基础上， 我们通过精
心规划研究， 将文慧园斜街定位
为 ‘动静皆宜， 充满烟火气息的
生活街巷’。 设计手法上， 采用
‘中国红’ 的概念， 对街道可提
升整治的空间进行全面设计， 包

括对原有街边无效绿地的再设
计， 不仅要求美观， 同时赋予其
休闲、 停留、 交流的功能。” 北
太平庄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
任张浩说。

如今， 走进文慧园斜街， 路
面平整干净， 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之间安装了隔离护栏， 实现了人
车分离； 富于文化寓意的穿孔板
廊架与绿色植被看起来颇具趣
味， 也为休闲座椅区提供一定的
遮阳功能。

三年共整治背街小巷
25条成效显著

北太平庄街道辖区人口密度
高居海淀区第一， 一直以来都存
在人均绿化面积少、 景观单一的
问题。 自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
三年行动实施以来， 北太平庄街
道新增、 改造小微绿地和口袋公
园共31处 ， 新增绿化面积近0.6
万平方米， 占街道总绿化面积的

50%。 街道通过多元增绿、 见缝
插绿和精准建绿 ， 增强居民的
“绿色获得感”。

今年是背街小巷整治提升三
年专项行动收官之年 ， 截至目
前， 北太平庄街道已完成今年市
级挂账任务全部道路6条、 区级
道路6条共计12条， 其余街巷整
治工程建设部分预计11月底全部
完工。 三年来， 街道共整治背街
小巷25条， 畅通出行通道， 消除
安全隐患， 绿化美化居住环境，
取得显著成效。

张浩表示， 下一步， 街道将
把疏解整治工作与街区规划、 留
白增绿等工作深度融合， 全力推
进辖区 “留白增绿” 进程， 对公
园绿地建设 、 道路绿地改造提
升 ， 推进绿化资源共建共享共
管， 引导地区居民对绿化建言献
策， 积极参与门前绿化美化建设
和养护 ， 打造富有北太平庄特
色、 符合群众需求的特色景观，
在为民服务中践行初心和使命。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海淀北太平庄小微街景变风景
“见缝插绿” 增强居民绿色获得感

□本报记者 余翠平

近日， 在第二十七届北京
种子大会、 第二届北京种业扶
贫大会上， 60多家参展种子企
业针对北京市对口帮扶的内蒙
古、 河北54个地区捐赠了价值
500余万元的蔬菜、 瓜果和大田
作物196个品种种子， 预计种植
面积16000亩， 54个贫困旗县区
将直接受益。

据悉， 北京种子大会始于
1992年， 源于北京丰台种子交
易会， 作为丰台区唯一连续26
年举办的全国范围内的行业会
展品牌， 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
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 影响力
最广的种业展会。 2018年， 在
第二十六届北京种子大会的主
题活动里专门举办了首届北京
种业扶贫大会， 助力脱贫攻坚，
据统计， 北京市扶贫协作地区
为主的全国40多个贫困县、 560
余家种子企业参展， 交易展示
优良品种达一万余个， 内蒙古
赤峰市还特别展示了京蒙扶贫
协作和结对区县携手奔小康行
动成果。

据了解， 第二十七届北京
种子大会、 第二届种业扶贫大
会创新开展行业扶贫、 产业扶

贫， 通过良种捐赠、 品种推介、
培训指导、 技术服务、 产品营
销建立了北京种子大会全产业
链精准扶贫体系， 共设置五大
展区， 分别是： 原创种子企业
展区、 优质种子企业特装展区、
北京对口支援扶贫展区、 北京
市种子市场好评企业展区和名
特优农产品展区。 据不完全统
计， 国内外总计670余家种子企
业 、 120余家名优特农产品企
业、 100余家北京帮扶地区涉农
企业参会、 参展、 交易、 展示，
日均高峰客流3.6万人， 会期累
计客流8万人次参展观摩。 大会
期间参展商种子 、 种苗交易 、
签约额近5亿元， 意向农产品交
易额12亿元。

记者了解到 ， 在本届大会
上河北省、 内蒙古自治区10个
盟市展示了最新脱贫攻坚成果，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专场举
办了京蒙扶贫协作消费扶贫产
品发布会， 7个盟市分别通过现
场介绍、 媒体互动、 网络直播、
图片展示、 资料发放等多种形
式推介扶贫项目和消费产品 ，
为组织实施消费扶贫提供了可
借鉴模式。

□本报记者 盛丽

10月21日， 北京市交通委
员会与京港地铁在4号线马家堡
车辆段， 共同举办乘客开放日
活动， 乘客代表借助AR技术参
观车辆检修工作， 并在总经理
见面会上， 与京港地铁管理层
展开交流。

在乘客开放日活动中， 乘
客代表参观了4号线马家堡车辆
段， 借助AR技术， 了解京港地
铁全寿命周期管理理念， 以及
列车、 车门、 空调、 转向架等
部件及其维修策略。 此外， 为
更好地聆听乘客的声音， 京港
地铁举办总经理见面会， 通过
官方微信、 微博， 并在沿线社
区进行招募， 邀请120余名乘客
代表来到活动现场， 作为第二
批京港地铁 “特约体验官” 和
京港地铁管理层展开交流。

活动当天 ， 京港地铁还升
级官网 、 微信 ， 推出小程序 ，
并发布全新卡通形象 “出行小
管家阿捷”。 在全新的小程序及
升级的官网、 微信中， 乘客可
以进行全路网线路查询及京港
地铁所辖车站站内设备、 设施
查询； 同时， 京港地铁失物管
理系统也接入小程序、 官网及
微信， 乘客可以通过关键字自
主查询京港地铁所辖线路中的
失物； 此外， 在京港地铁升级
版微信中， 乘客可以在 “常见
问题” 列表中， 查询 “无法正
常进出站怎么办”、 “怎样换取
发票” 等常见问题， 也可以通
过 “我要找客服” 按钮， 一键
接通京港地铁服务热线； 而在
小程序中， 还设有小游戏、 积
分商城兑换等功能。

乘客开放日上近距离了解地铁

观墙上彩绘领略古时漕运盛
景， 看老物件回忆旧年代人事。
原本是破旧暗淡的小巷， 在通州
区中仓街道莲花寺社区熊家胡同
居民的精心装点下， 如今成了在
通州区 “声名远扬” 的胡同博物
馆。 在通州区背街小巷治理的大
背景下， 熊家胡同的居民们演绎
了 “你唱我和， 共同受益” 的社
区治理生动案例。

熊家胡同位于中仓街道莲花
寺社区， 是南大街最古老的胡同
之一。 在通州向城市副中心角色
进行转变的过程中， 莲花寺社区
与熊家胡同的居民们意识到， 改

善胡同环境， 提升胡同形象， 显
得愈发重要。 于是， 一个既能为
胡同形象加分， 又能记录胡同历
史与通州文化符号的熊家胡同博
物馆应运而生。

橱窗展示、 实物陈设、 墙面
彩绘……通州古城繁华和漕运仓
储胜景在熊家胡同博物馆鲜活地
显现出来。 沿着胡同往西走， 只
见造型各异的石碾、 石磨， 上了
年头的拴马、 石锁……数十件已
经由工具变为收藏的石器经过社
区征集， 被居民们集中到一起，
在这个露天的石器博物馆里安了
家。 沿着胡同再往前走， 只见老

式收音机、 羊拐、 粮票、 鞋楦儿
等50多个老物件摆放在安装于青
砖墙上的多宝阁中， 这便是墙上
博物馆。

已经 80岁的社区榜样管振
英 ， 是筹建博物馆的主要发起
人。 让老住户拿出老物件成为社
区的文化符号， 在胡同里种上花
花草草美化环境， 管振英的举动
掀起了 “老居民做公益， 展示通
州新形象” 的一股潮流。 “在这
里居住的农民工出去打工， 他主
动为这些人的孩子做饭吃， 谁家
没人拿快递便先放到他家。” 在
管振英的带动下， 胡同里的年轻
人也常来帮他打扫卫生， 做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 这让80岁的管振
英一点也不孤独， 整个胡同里每
天都能听见欢声笑语。

“胡同有人打扫了， 博物馆
也为胡同赋予了灵魂。” 莲花寺
社区书记、 主任高艳萍表示， 下
一步， 莲花寺社区将在胡同内打
造文化驿站， 出书籍， 收集老照
片， 整理口述历史， 让党建引领
与社区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 让
居民更多参与社区建设， 增加幸
福感与获得感。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熊家胡同博物馆：集老物件更集人心

一生守候不是一句简单而苍白的山盟海誓， 而是无数个平淡的
日子同舟共济，相濡以沫。 金婚象征着情如金坚，爱情历久弥新。 近
日，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玉泉西里西社区为50对金婚老人开展“金婚
相伴、唯爱永恒”圆梦摄影主题活动。为老人重温过去的美好时光，同
时记录老人相爱相守的回忆，留下一个浪漫、难忘的岁月痕迹，营造
全社会关爱老人、尊敬老人的良好风尚，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50对金婚老人重温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