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职工志愿服务在行动

平谷大东沟村违建变身“口袋公园”
□本报记者 马超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高家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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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打造创业服务品牌“通州源创”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彭程/摄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李宛莹 文/摄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余恕原

昌平东小口镇千余户村民圆了“上楼梦”

打造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开
展 “创业北京” 创业创新大赛通
州区选拔赛评选活动、 建立首批
创业指导专家团队……在近日召
开 的 “ 通 州 源 创 ” 创 业 服 务
工 作 推进会上 ， 记者了解到 ，
由通州区人力社保局重点打造的
创业服务品牌 “通州源创”， 通
过推出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 营
造了副中心创业创新并带动就业
的良好氛围， 有效提升了人力社
保创业政策平台和创业服务平台

的软实力。
通州区劳动服务管理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 ， 作为 “通州源
创” 创业服务工作的一部分， 通
州区通过第三届 “创业北京” 创
业创新大赛通州区选拔赛， 选出
了9个项目报送市级决赛 。 其中
大功率大电量磁悬浮飞轮储能电
池项目和非遗手编扫帚项目2个
创业创新项目成功入围市级决
赛。 “今年推荐项目数量是历年
来最多的一次， 也是通州区项目

首次入围市级决赛。” 该管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 ， 推进会还为此次
“创业北京” 创业创新大赛通州
区选拔赛中获得一等奖和优胜奖
的项目颁发证书， 并给予相应资
金扶持， 分别为一等奖资金扶持
1万元， 优胜奖资金扶持5000元。
对于获得优胜奖以上且赛事结束
一 年 内 在 本 区 成 功 创 业 完 成
企业注册登记的创新项目团队，
给予1万元启动资金补贴。 此外，

对在 “通州源创” 创业服务工作
中 ， 由 通 州 区 首 批 认 定 的 创
业 孵 化 示 范 基 地 ， 区 人 力 社
保 局还将提供资金扶持 ， 分别
给予4万元的一次性运作补贴 ，
同时， 示范基地内符合条件的创
业者还将享受创业场地房租 （工
位） 补贴。

启迪之星创投董事总经理、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
员赵梅是通州创业指导专家团队
成员 ， 采访中 ， 她为 “通州源

创” 创业工作的各项目点赞道：
“创业团队里既有清华、 北航老
师指导的项目， 也有大学生自主
创业项目， 跨度很大。 从行业来
看， 既有新材料、 人工智能等聚
焦前沿科技领域的项目， 也有传
统手工、 新媒体等大众项目， 且
都以通州区主要产业尤其是文创
产业为依托。 此外， 注重新农村
发展是通州区相较于其他区的最
主要特色， 为市级大赛贡献了重
要力量。”

■聚焦 “119” 消防宣传月

11月9日， 北京市轨道交
通系统举行 “119” 消防宣传
月活动， 通过讲解地铁消防安
全知识、 展示消防小坦克、 体
验逃生帐篷等措施， 进一步提
高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疏散
逃生能力。

在地铁13号线霍营站站前
广场， 市民依次、 有序进入烟
雾缭绕的帐篷内感受火灾发生
时的真实状况。 帐篷内有迂回
曲折的走道空间， 在封闭、 黑
暗、 浓烟密布的情况下， 大家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 弯腰低
行， 在规定时间内顺利从出口
离开。

逼真的火场感受在大家心
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体验
了火灾逃生的场景， 能让我更
深入了解了逃生常识， 增强消
防安全意识。” 活动现场一名
市民说。 现场还展示了消防坦
克， 这种履带式灭火机器人攀
爬能力强， 可以上下楼梯， 进
入地下空间等区域灭火。

活动中， 轨道消防支队对
市民乘坐地铁出行进行安全提

示， 如果乘客在乘车过程中遇
到火灾事故不要慌张， 在每列
车厢的连接处或者车门座椅
下方设有灭火器 ， 可随时取
用进行火灾扑救； 如果列车行
驶过程中遇紧急情况， 乘客可
通过列车门旁的紧急报警装
置与司机通话， 在保证安全的
情况下 ， 使用安全锤进行破
门； 在车站站厅或站台发生
火 灾 时 ， 乘客要听从工作人

员指引， 按照疏散指示标识进
行逃生， 并可通过车站设置的
消火栓和灭火器进行初期火灾
扑救。

据了解 ， 全市100余处轨
道交通建设施工现场 、 400余
座地铁车站将陆续开展消防
宣传活动， 不断提高消防安全
建设能力， 为保障市民平安、
绿色出行奠定坚实的消防安全
基础。

市轨道交通系统“119”消防宣传月活动举办

逃生帐篷中体验“穿越火线”

京津两地500余名住总职工参与消防演习
近日， 北京住总科贸公司

所属科创公司聚焦京津两地重
点项目———世东国际大厦和宝
坻绿色建筑产业园， 分别联合
北京市朝阳区消防支队、 天津
市宝坻区林亭口镇政府等属地
管理部门， 同步举办 “关注消
防 生命至上 ” 主题消防安全
宣传活动， 两地共计500余人
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 随着消防警报
的鸣响， 世东国际大厦楼宇消
防演练拉开序幕， 楼宇各入驻
单位组织本单位职工按照高
层建筑消防安全自救逃生方法
有序撤离工作区 ， 在演习中
提高职工应急响应、 自救互救
能力 。 随后消防员为大家演
示消防器材使用方法， 各入驻
单位选派代表参加了消防灭
火 演 习 。 同日 ， 产业园安全
人员结合园区厂区实际情况和
特点 ， 以宣传普及防火 、 灭

火 、 应急疏散常识为重点 ，
开展现场逃生自救知识和灭
火器材使用等专题教育培训，
进一步增强职工的消防安全
意 识 ， 掌 握 灭 火 和 疏 散 逃
生技能。

据悉 ， 住总科贸 公 司 及
所属单位在消防宣传月中 ，
还 将 针 对 重 点 项 目 重 要 区
域， 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

训和火灾风险隐患排查等， 并
通过消防安全展板 、 张贴宣
传海报 、 悬挂宣传横幅等方
式 ， 积极营造全员参与、 内
容丰富的消防安全氛围， 不断
树立风险防范和安全发展理
念， 弘扬 “关注消防 生命至
上 ” 重要思想 ， 为企业高质
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
环境。

清晨， 休闲广场上村民或在
篮球场打比赛，或跳舞，或打太极
……近日， 记者走进平谷区黄松
峪乡大东沟村“口袋公园”，目睹
了这和谐的一幕。

大东沟村党支部书记李文利
介绍， 该村休闲广场过去紧挨着
一处面积700平方米的违建，2019
年该处违建拆除后，经过环境治
理，如今这里变身为“口袋公园”。

2020年， 大东沟村对其进行
改造，违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绿意盎然的“口袋公园”，里面设
置了篮球场和健身器材， 村民们
在优美环境中享受运动的快乐。

近年来， 为不断改善人居环
境，大东沟村通过“三到位”，全力

做好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截至目
前，已发放《给村民的一封信》150
余封， 入户走访解决村民私搭乱
建等环境问题8个。

据介绍， 大东沟村把发挥党
员引领作用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相结合，建立村干部包片、党
员包户的网格化管理模式。 党员
通过亮身份、践承诺、争先锋的方
式带领群众投身于人居环境整治
中。村里将禁止乱堆乱放、推进垃
圾分类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成
为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村
里成立志愿服务队伍， 引导村民
转变意识，由“要我干”转为“我要
干”。 目前，村中逐渐形成大家共
同参与环境管理的长效机制。

历经4个月看房、选房、交房，
日前， 昌平区东小口镇1100余户
村民顺利办理了回迁房交房手
续，圆了“上楼梦”。 昨天，记者走
进回迁房小区， 这里道路平整开
阔，停车位整齐划一，四分类垃圾
桶整齐码放着。 目前， 回迁村民
们已拿到新房钥匙， 不少家庭在
忙着装修。

“能和父母、孩子住在这样四
面公园环绕、舒适的房子里，心里
就特别美。 ” 单家村村民聂盛楠
一家原先住的是平房， 居住环境
比较简陋。 拿到钥匙，她第一时
间带着家人来到新房， 脸上挂着

抑制不住的喜悦。
芦家村村民张雪艳说：“小区

环境特别好，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贺新公园、 东小口城市休闲公园
都离得非常近， 很适合像我们这
样的老年人养老。 门口就有公交
站，离地铁站就几里路，去海淀、
朝阳也都比以前方便多了。 ”

“回迁楼已完全达到入住标
准，村民陆续开始装修，入住新居
指日可待。”回迁安置项目工作人
员介绍，“大部分公共配套设施已
经投入使用， 让村民真正感受到
新家园的温暖、温馨，收获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

擦拭公共服务设施、分享“垃
圾分类”小妙招、值守“职工志愿
文明督导岗”……在今年“扮靓石
景山 创城志愿行”工青妇志愿服
务月中， 石景山区职工志愿者以
身作则， 引领全区各界群众清洁
环境、维护秩序、文明宣传，进一
步倡导文明新风尚、 擦亮城市西
大门。 因为职工志愿者都戴着容
易辨认的蓝色帽子， 他们也被群
众称为身边的“小蓝帽”。

志愿服务月期间， 职工志愿
者利用周末时间， 在长安街古城
沿线等大街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擦拭公共服务设施、 捡拾公共区
域垃圾、 指导群众规范投放垃圾

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另外，他们
还开展了“垃圾分类 我们一起行
动”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
职工志愿者们还深入社区， 清理
环境卫生、 对垃圾桶站周边及小
区进行了细致的清理， 整改点位
问题20余处。

石景山区总工会还在喜隆多
新国际购物中心设立了 “职工志
愿文明督导岗 ”，120名职工志愿
者在双休日期间轮流到岗值守。
值守期间， 职工志愿者对不文明
行为主动进行劝阻， 看到烟头纸
屑等及时进行清理，通过践行“身
边的志愿”这一理念，为全区创城
贡献力量。

石景山“小蓝帽”志愿服务在身边
□本报记者 张晶

打造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建立创业指导专家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