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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志愿者报名人数超过96万

朝阳公共服务设施“步步皆景”

□本报记者 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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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在健身步道遛弯儿、 孩
子在童趣乐园玩耍……近日， 位
于昌平区东小口镇的霍营公园北
部 园 区 开 园 试 运 行 ， 回 天 地
区 居 民又多一处休闲娱乐 、 运
动健身的好去处。 昨天， 京城雪
后的蓝天格外明媚， 白雪、 蓝天
在阳光的照射下相得益彰， 公园
内一片热闹祥和景象， 观景、 锻
炼两相宜。

记者从昌平区园林绿化局获
悉， 根据规划， 霍营公园规划定
位为以森林生态景观为核心特
色， 融合休闲、 运动、 科普等功
能的城市公园， 并突出城市公共
空间的公共性， 将该公园打造成
为回天地区全民运动营。

公园里今年刚种植好的地
被、 花卉、 树木错落有致， 静待
来年盛放。 “主要是着力凸显城
市森林公园特色 ， 展示森林景
观， 依托公园现状地形优势， 突
出林地景观特色， 增加丰富多样
的林下景观层次。” 昌平区园林
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 霍营公园是京北绿
楔和北部风道的重要节点， 公园
东至合木山庄西路， 南至霍营村
界， 西临建材城东侧路， 北至回

南路， 占地面积446亩。 园区内
设置了健身游步道、 自行车道、
儿童攀岩滑梯场地、 科普互动、
特 色 植 物 观 赏 等 多 样 景 观 功
能 空 间 。 值得一提的是 ， 霍营
公园在景观布置上也颇具匠心 ，
园内行道树选用国槐、 元宝枫，
特色植物选用海棠、 花境。 园区
在季相上分别以春季观花乔灌
木、 夏季乡土地被野花、 秋季色
叶植物三种植物风格体现春夏秋
三季特色。

不仅如此， 公园在建设过程
中引入海绵城市设计理念， 场地
内地表排水以自然下渗为主 。
同 时 ， 采用场地高于绿地的方
式 ， 将雨水导入绿地 ， 就地下
渗， 有效缓解东小口地区的雨洪
压力。

目前， 霍营公园建设工程已
主体完工， 北部园区232亩已开
园试运行。 对未开放地块， 预计
明年7月1日全园开园试运行。 届
时， 该公园将与已建成的贺新公
园、 东小口森林公园、 东小口城
市休闲公园、 太平郊野公园等连
在一起， 形成面积达7000亩的大
型公园绿地系统， 弥补回天地区
公共服务设施的不足。

近期， 朝阳区城管委为辖区
内公共服务设施开展整体景观化
提升工作， 为公服设施设计 “新
衣”， 打造 “一物一景” “步步
皆景” 的朝阳街区特色景观。 在
隔绝 “牛皮癣” 的同时， 还将把
“朝阳群众管城市” 微信公众号
二维码印制在膜上， 让朝阳群众
更积极地参与到守护城市景观的
行动中来。

记者走在麦子店街道路边，
发现电压箱和电线杆都 “穿” 上
了 “新衣服 ”， 曾经的小广告 、
污点斑渍都不见了踪影。

“这是朝阳区城管委联手街
乡规划师开展的公共设施景观提
升工作， 为公服设计具有朝阳特
色、 简约时尚的 ‘新衣’， 打造
‘一物一景’ ‘步步皆景’ 的街
区特色景观， 提升朝阳区城市形
象， 降低城市管理成本。” 朝阳
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 前期， 朝阳区城管委
在辖区内以CBD区域、 麦子店区
域、 奥林匹克周边区域三个重点
区域为中心。 为了使辖区整体规
划协调美观， 聘请了专业的街乡
规划师参与设计修改。

“此次公共服务设施是在朝
阳区公共景观设计图以灰色系为
主色调的基础上， 我们参考了街
区规划师提出的修改意见， 结合
麦子店的历史、 人文、 地理、 民
俗等多元化的区域特点， 设计了
专属的四部分纹样组合 ‘外
衣’， 凸显街区特色， 美化城市
景观。” 设计师对记者说。 为了

实现区域统一性及整体性， 设计
图由四层渐变底色、 背景花纹、
顶部花纹、 区域代表元素、 主体
元素五部分构成， 颜色上从明度
及饱和度达到同一水平， 既凸显
各个区域的代表性， 又确保整体
风格一致。

“原来走在大街上， 市民会
看到城市道路上设施不美观， 样
式、 颜色与周边环境不协调。 如
今， 我们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进
行 ‘美容’， 使人、 设施、 环境
和谐相容， 让设施产生亲和力、
吸引力， 营造出富有特色体验感
的空间场所。” 朝阳区城市管理
委相关工作负责人说道。

公共服务设施的这件 “新衣
服”，除了隔绝“牛皮癣”，起到美
观作用外，还将把“朝阳群众管城
市”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印制在外
膜上， 让朝阳群众更积极地参与

到守护城市景观的行动中来。
市民、 巡查人员等能通过微

信扫描设施二维码， 在线反映设
施存在的脏乱、 破损等问题， 还
可以快速了解设施基本信息和景
观提升信息， 形成方便快捷、 多
方参与的访问入口和对内管理、
对外宣传的创新窗口。

“在公共服务设施的 ‘新
衣’ 上添加 ‘朝阳群众管城市’
的二维码 ， 在幸福感和满意度
‘升级’ 的同时， 也让朝阳群众
对生活环境有了更多的参与感。”
朝阳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说， 下
一步， 将继续推进城市道路公共
服务设施治理工作和城市景观化
整治提升工作， 从细微之处入手
提升城市品质， 用 “绣花功” 精
细化管理城市 ， 扮靓 “面子 ”，
做实 “里子”， 进一步提升城市
品味和温度。

12月11日， 在团市委主办的
“上冰雪 迎冬奥” 第四届国际青
年冰雪体验营开营仪式暨2020年
“一带一路”国际志愿服务对话会
上， 来自40个国家的90名国际青
年代表在现场表达了成为北京冬
奥会志愿者的愿望，11个国家15
个组织的国外青年组织代表在线
参加活动。

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 北京冬奥会志愿者
招 募 将 是 历 届 冬 奥 会 历 史 上
报 名 人数最多的一次 ， 北京冬
奥组委计划招募2.7万名冬奥会
赛会志愿者， 目前志愿者报名人
数已超过96万， 北京冬奥会将选
取最优秀的世界青年代表参与志
愿服务。

在为期2天的冰雪体验营中，
中外青年在冰场开启滑冰初体
验， 感受奥运氛围， 参与模拟冬
奥运动的游戏， 领悟属于冬奥的
独特魅力； 聆听2022年北京冬奥
会知识讲座， 加深对北京冬奥理
念的理解。 “一带一路” 志愿服
务联盟、 德国勃兰登堡青年体育
联合会， 以及马来西亚学生志愿
者基金会也在现场发布了国际志
愿者项目。

“上冰雪 迎冬奥 ”国际青年
冰雪体验营于2017年首次举办，
迄今已举办四届， 旨在增进世界
各国青年间的相互了解， 搭建中
外青年友谊的桥梁， 使国际青年
全方位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提
前感受2022冬奥会的国际氛围。

近日， 在自然资源部推出的
第二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10个典
型案例中， 房山区史家营乡 “曹
家坊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及价值实
现案例 ” 榜上有名 。 黑色产业
“退场”， 绿色产业 “接棒”， 史
家营以全新的面貌， 再一次出现
在人们的视野中。 12月10日， 记
者来到史家营， 探访了这个有着
千年采煤史的乡村的变化。

采煤， 曾经是史家营乡的主
要经济支柱 ， 这里煤炭资源丰
富， 最多时拥有数百个矿场， 年
平均收入近60亿元。 但是， 长期
采煤造成的生态破坏严重限制了
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 从 2010年
起， 按照 “政府引导、 企业和社
会各界参与” 的模式， 当地对曹
家坊矿区开展生态修复， 并引入
市场主体着力发展生态产业。

“转型初期， 史家营也过了
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 因为矿区
周边村庄原来大多以煤为生， 村
民靠山吃山， 大多从事与煤炭产
业相关的工作， 关闭煤窑后相关
产业链也都停了……” 房山区
史家营乡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 ， 随着产业转型 ， 村民们也
转变为依靠生态旅游开展多种经
营， 带动了史家营乡交通运输、
餐饮服务、 农副产品销售等相关
业态， 形成了 “生态+产业” 的
发展模式。 曹家坊村民的人均劳

动所得逐年增长， 第三产业从业
人员比例稳步提高。

10年间， 曹家坊矿区统一流
转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 科学开
展客土回填矿坑、 边坡修复、 鱼
鳞坑围堰等矿区生态修复措施。
随着地下水位逐年增高， 多年断
流的山泉2015年恢复自流。 种植
了近10万株元宝枫、 榆叶梅等树
种， 森林覆盖率大大提高。 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也由2010年的275
天增加到2019年的 “全年全部优
良”。 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 使
矿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
原来销声匿迹的野鸡、 野鸽子等
野生鸟类和野兔、 野猪、 狍子等
野生动物回归觅食栖息。

“这些举措使原来满目疮痍
的矿山区域逐步恢复了绿水青山
的本色， 为周边居民提供了良好
的生态环境和高质量的生态产
品， 为替代产业和沟域经济的发
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采访中，百
瑞谷景区总经理王振华向记者介
绍说，如今，当地将生态修复治理
与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 依托修
复后的自然生态系统、地形地势、
历史文化、矿业文化等，昔日的废
弃矿山已转变为“绿水青山蓝天、
京西花上人间”的百瑞谷景区，形
成了旅游、文化、餐饮、民宿、绿化
等产业 ，带动了 “生态+旅游 （民
宿）”“生态+文化”等多种业态共

同发展， 实现了黑色产业到绿色
产业的转型发展。

据了解， 百瑞谷景区被评为
2020首届北京 “网红打卡地” 之
一， 今年 “十一” 期间， 共接待
游客 2.9万人 ， 同比增长 454% 。
走进百瑞谷景区， 可以看到矿山
修复区、 矿业遗迹展示区、 自然
风光区、 乡村民俗旅游区等多个
功能分区 ， 矿区文化 、 人文历
史、 自然风光成为该区域的 “新
资源”。

同时， 自矿山生态修复及景
区建设以来， 带动了周边地区人
员的就业， 解决了曹家坊及周边
村庄260余人的长期就业问题 。
曹家坊村村民宋茂强， 2010年煤
矿关闭以前， 在本村煤矿工作了
20余年。 煤矿关闭后， 在北京百
瑞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工作， 参
与了矿山修复、 景区建设的全过
程 。 自2018年景区开园营业至
今， 担任旅游摆渡车司机， 年收
入4万元。 不仅没有了煤矿生产
的危险， 工作也更干净体面了。

据了解， 下一步， 史家营乡
将根据北京市的相关规划， 进一
步盘活资源， 力争把史家营全域
打造成5A级旅游经济区 ， 促使
每家每户在生态建设和保护的同
时， 共享生态产品带来的红利，
让百姓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受益者。

回天地区再添一处城市公园

靠山吃山的史家营吃到“绿色红利”

12月12日， 中国音乐学院举
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大会，
现场为 “五院一地” 正式授牌，
“五院一地” 将为建设中国音乐
理论、 中国音乐创作、 中国音乐
表演、 中国音乐教育四位一体的
中国音乐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提
供理论支持， 培养中国音乐高层
次人才。

中国音乐学院于 1964年创
建，素有“中国音乐家的摇篮”“中
国音乐的殿堂”的美誉，2017年成
为国家 “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
2020年5月获批北京市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 作为唯一获批的北京
市属艺术院校， 中国音乐学院以
“五院一地”———中国音乐理论研
究院、中国乐派研究院、中国声乐
艺术研究院、 中国音乐学院教育
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院和
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建设为契机，
为服务好国家重大战略和北京

“四个中心”城市功能定位提供人
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会上， 中国音乐学院校长王
黎光详细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建
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具体措
施， 包括建设 “五院一地”， 形
成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理论保
障； 建设 “中国乐派”， 将其作
为音乐教育体系发展的核心内
容； 打造中国乐派 “8+1” “思
政+X” 课程体系 ， 成为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培养中国音乐高层次
人才的改革举措。

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王
旭东表示， 中国音乐学院 “五院
一地” 要为建设中国音乐理论 、
中国音乐创作、 中国音乐表演、
中国音乐教育四位一体的中国音
乐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提供理论
支持， 形成学科融合优势和人才
集聚优势， 营造浓郁的学术创新
氛围。

黑色产业“退场” 绿色产业“接棒”

隔绝“牛皮癣” 路边电线杆电压箱穿上“新衣”

□本报记者 任洁

“五院一地”打造中国音乐人才培养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