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尔山十八款农副产品进京展销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丰富多彩的土特产品， 精彩
绝伦的少数民族歌舞表演……上
周末， 阿尔山明水河镇西口民宿
旅游暨西口 “十八款” 农副产品
展销活动在东城区崇外街道新世
界商场二期广场举办。

展销活动以线上线下的方式
同步推进， 通过网络主播和西口
村民同时现场直播带货的方式，
开展线上推介与订单销售， 产品
涵盖牛肉干、 小黄蘑、 沙果干等
18种优质特色农副产品。 活动现

场， 100多平方米的大屏幕上滚
动播放阿尔山冬季旅游和西口民
宿旅游宣传片， 阿尔山市乌兰牧
骑为辖区居民带来了少数民族歌
舞表演、马头琴演奏等文艺节目，
全方位展示多彩的蒙元文化。

据介绍， 此次展销是崇外街
道发挥自身优势， 帮助对口扶贫
单位阿尔山市明水河镇特色农副
产品首次走进北京， 同时也是西
口 “十八款” 一次最大规模的集
中展示和展销活动。

□本报记者 周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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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座郊野公园扮靓回天地区
11月7日， 昌平区举办了以

“百园添绿·万人尽责” 为主题的
争创国家森林城市秋季义务植树
活动。 据了解， 自2012年以来 ，
昌平区共计造林约17.9万亩， 回
天地区共建成7个郊野公园， 通
过 “疏整促” 在阳坊、 小汤山、
沙河等8个镇新建留白增绿公园
16个。

当天， 昌平机关干部、 社区
居民、 村民近万人在分会场同时
开展义务植树尽责活动， 共栽植
白皮松、 紫栌、 金枝国槐、 元宝
枫等苗木 4000余株 ， 通过挂鸟

巢、 浇水、 涂白、 做树埯、 清理
林地卫生等形式， 抚育林地1000
余亩。

据了解， 近3年来， 回天地
区通过改造、 提升原有林地， 新
建东小口城市休闲公园、 贺新公
园 、 霍营公园等3个郊野公园 ，
提升改造了天通艺园， 目前回天
地区共建成郊野公园7个， 面积
达7000亩， 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
人次。

其中， 位于东小口镇的贺新
公园于今年10月1日开园试运行。
走进贺新公园， 已是立冬时节 ，

公园里的树木顶着五颜六色的叶
子， 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 层次
分明的图画。 “我们在园内设置
了健身步道 、 滑板及轮滑运动
场、 儿童攀岩秋千场地、 魅力展
示小舞台、 自拍镜墙、 昆虫植被
展示景墙等， 满足老年人休闲游
憩、 青少年运动、 小朋友寓教于
乐等游园需求。” 昌平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 ， 公园结合了休闲游
览、 运动拓展等功能， 营造舒适
的游园体验。

目前， 贺新公园与周边已建
成的公园群可连成面积达7千亩

的大型公园绿地系统， 弥补回天
地区公共服务设施不足， 满足居
民休闲游憩健身需求。 “现在家
门口就有这么大个公园， 每天吃
完晚饭出来遛遛弯， 带着孩子玩
会儿滑板 ， 有这么个地方真不
错。” 住在附近的居民张先生告
诉记者， 他和家人几乎每天都到
公园来 “打卡”。

据介绍， 2012年以来， 昌平
区结合低端产业清退 、 拆违还
绿、 沙坑沙荒地生态修复等工作
的开展， 接续实施了两轮百万亩
造林工程， 截止到目前共计造林

约17.9万亩， 其中治理沙坑沙荒
地近3万亩。 2021年昌平区计划
实施造林6000余亩， 提前一年超
额完成全区第二轮百万亩造林5
年5万亩的任务。 除此以外， 昌
平区还通过疏解整治促提升， 在
阳坊、 小汤山、 沙河等8个镇新
建留白增绿公园16个。 同时， 利
用代征绿地在居住区周边共创建
16处绿化空间 ， 总建设面积约
285亩， 有效提升了公园绿地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蓝绿交织、
田园如画、 山水融城的美丽昌平
已初步形成。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刘满清

在本市点火试供暖来临之
际， 东城区城管执法局提前开启
2020-2021年采暖季供热执法检
查行动， 为保障和督促辖区供暖
企业平稳有序运行， 推动供热精
细化管理， 实现优质、 清洁、 高
效、 安全供热保驾护航。

11月6日下午，东城区城管执
法局直属执法队的队员来到位于
前赵家楼胡同的某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对该公司的采暖供热设施

设备进行检查。 在公司负责人的
带领下， 执法人员来到一间明亮
的房屋内， 映入执法人员眼帘的
是崭新的锅炉自动化控制系统，
纵横交错分别涂抹成银色的供水
管道和黄色的燃气管道、 地面上
不同角落整齐摆放的灭火器。“我
们提前好几个月都在调试、 检修
这些采暖供热的设施， 每项流程
有专人负责，可以说现在是‘万事
俱备’，只待点火的号令开启供暖

了。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道。
随后， 执法队员对该公司的

供热备案手续和锅炉房中的防
爆、 预警及灭火设施以及是否建
立供热设施安全巡检制度等进行
一一检查。 “在后期供暖中， 一
定要注意燃气安全使用的注意事
项， 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 城
管队员王海新说， 并向物业管理
公司负责人发放燃气安全使用手
册 ， 宣传燃气安全使用注意事
项， 要求供暖企业认真遵守 《北
京市供暖采暖管理办法》， 实现
优质、 清洁、 高效、 安全供热。

此外， 为确保辖区居民取暖
安全， 日前东华门街道综合行政
执法一队的队员们也积极开展前
期保障工作 ， 开展集中检查 2
次 ， 走访社区4个， 发放宣传材
料普及供暖和供热计量的相关政
策法规。

据介绍， 目前东城区共有一
百余家供暖服务单位， 东城城管
将严格督促供暖服务单位按照规
定落实供热设施安全巡检制度和
日常维护责任， 坚决查处推迟、
中止供热或者提前结束供热、 供
热单位不实行供热计量等违法行
为， 确保市民群众温暖过冬。

东城城管“护航”冬季供暖

在延庆区永宁镇王家堡村村
委会的档案柜中， 整齐码放着二
十几个档案盒， 每个盒子对应一
户村民的账本，记录大家的“衣食
住行”收入，长则三十余年，短的
也有十几年。 随手翻看， 各项收
入、琐碎支出清晰细致，尤其是近
五年的数据， 客观翔实地反映出
村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

翻开账本， “护林员” 三个
字， 成为这些年不少村民的收入
项目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
一。 61岁的孙桂英和65岁的老伴
儿周保柱就是一对典型的 “护林
员” 夫妻。 夫妻二人从事看山护
林工作已经十几个年头了， 现在
月收入已达到1824元。 五年前，
因为参加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 ， 老两口今年这项收入也有
2028元。

除了这两项固定收入外， 孙
桂英还在村委会兼任信息员、 调
查辅助员职务， 帮着统计村委会
的资料、 表格， 管理档案、 账本
等， 加上土地流转费用等几项补
贴， 林林总总， 每年家庭收入还

能再增加两万多元， 经济上可谓
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收入的提升， 促使老两口的
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而这改
善，最直观的体现就在支出上。孙
桂英按月份记录的支出有“主食”
“副食 ”“日用品 ”“衣着 ”“交通 ”
“疾病”等。 单是食品这一生活必
需品种类，就从单调的几类，衍生
成丰富多样的细菜、鲜菜、禽畜鱼
肉、牛奶。

翻到2019年的账本时， 孙桂
英还特意展示了9月的一笔旅游
经费。 “闺女叫我们老两口去青
岛旅游， 几十年了， 从来没出去
过， 也算是开了眼界。” 她指着
3000元的支出， 眉飞色舞地分享
着旅行的故事。

收入高了， 日子富了， 近几
年， 村民也都纷纷盖了新房， 村
党支部书记王玉说： “这五年村
里变化很大， 村里共80户， 新房
翻盖率有90%以上 。” 农村不再
是灰瓦土墙、 羊肠小路， 取而代
之的是窗明几净的洋房， 宽敞整
洁的大道……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涵
养区建设的深入推进， 王家堡村
的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村边修建
了小公园、 安装了健身器材， 村
子群山环抱、 环境宜人、 空气质
量优良， 村民住着开心、 顺心、
安心。 从2014年开始， 陆续有村
民吃起了 “旅游饭”， 村内民宿
产业开展得有声有色。 今年， 村
里还举办了大型乡村旅游活动，
把村民种的鲜葵花籽 、 鲜食玉
米、 红薯， 采集的野生松蘑进行
统一售卖， 游客争相购买。

民宿产业发展也风生水起。
这两年， 村里引入了外部康养企
业，盘活村内闲置宅基地，待到康
养产业正式运营， 将会解决村内
一部分村民就业， 还能吸引更多
人来到这里，见证新农村新风貌。

五年变化， 王玉看在眼里，
喜在心上。 她说： “这些年的变
化， 真的可以用 ‘天翻地覆’ 来
形 容 ， 现 在 我 们 的 日 子 是 城
里 人 羡慕不来的 。 这得益于政
府的好政策， 得益于优良的生态
环境。”

五年小账本记录村民生活大变化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席瑞媛

11月6日上午， 石景山区八
角街道组织进行了以 “关注消
防、 生命至上” 为主题的 “一警
六员” 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活
动， 社区安全员、 安全生产巡查
员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等50余人走
进古城消防中队参加活动。

活动中， 古城消防中队的专
业消防教官首先为参训人员着重
讲解灭火器、 消火栓、 水枪水带
等消防设施的性能、 用途及如何
正确使用。 随后， 教官进行实际
演练与示范， 手把手地教参训人
员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 消火栓

等消防设施 ， 并强调了灭火器
“一提二拔三对准四按压” 的动
作要领 ， 通过消防员细致的讲
解， 参训人员迅速掌握了使用消
防设施的要领。

八角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本次灭火器“灭真火”、消火
栓“出真水”实操实训，让大家“零
距离”体验消防、感受消防 ，学习
消防知识 。培养出了一批“小火
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 ”
“见火不慌 、抬 手就灭 ”的 “准
消防员 ”，进一步提高了社区火
情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记者 陈艺 文/摄

“零距离”体验消防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