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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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优化河岸环境 整治滨河路乱停车 增设河畔台阶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城市河湖管理处一年办理群众诉求800多件

消防执法“放权力” 企业不再“跑断腿”

河边的路灯亮了， 堵点打通
了， 台阶修平了……刚刚过去的
2020年， 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
努力为首都市民提供优美的滨水
空间， 将水惠民生落实到市民关
心关注的每一件小事。 据悉， 借
助 “接诉即办” 平台， 2020年以
来河湖处办理市民诉求800余件，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两道紧闭的大门、 一处水面
垃圾存放点， 让小月河南岸一段
500米长的滨河路一直无法通行。
河湖处接到市民反映之后， 经过
近半个月的实地勘查和微改造，

缩小了垃圾存放点面积、 拆除了
两道大门， 还市民水清、 岸绿、
畅通的亲水步道。

通惠河畔流水潺潺， 是附近
居民休闲遛弯的首选地， 也有不
少钓鱼爱好者来此钓鱼， 但因周
边缺少垃圾桶， 烟头、 饮料瓶等
常常无处投放， 导致滨河步道环
境脏乱， 与优美水环境形成强烈
反差。 据介绍， 由于河边布设垃
圾桶， 如遇降水等会对水质造成
影响， 所以之前一直没有安排。
得知有市民提出诉求， 河湖管理
处结合实地踏勘结果， 选择密封

性好的设施， 并加大清收力度，
疏密有致地在通惠河沿岸增设了
40个分类垃圾桶。 河湖环境治理
成果显著，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市民到河边散步。

滨河路乱停车一直是个延宕
多年的 “老大难” 问题， 如今在
交管、 属地等多部门向前一步的
协调联动下， 小月河两岸无名滨
河路命名完成， 成为本市第一条
被规划部门全新命名的滨河路，
也打开了滨河路依法依规管理新
的突破口。 据悉， 滨河路交通规
范化管理整治工作正在有序开

展， 目前河湖处管辖范围内已有
5条道路进行试点整治。

去年9月， 家住东城区的李
女士通过12345热线平台反映自
己经常在南护城河河边遛弯， 每
次路过玉蜓桥南侧都因没有上下
公路的台阶而需要攀登绿化带挡
墙， 老年人行动不便， 极易发生
危险， 咨询是否可以增设台阶。
河湖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其实早
在市民咨询前， 河湖处就已经将
此处道路的整改方案和建议同西
南二环整体改造工程一同上报，
只待批复后即可动工。 由于改造

工程批复动工需要等到2021年 ，
为保障周边居民在工程开工前的
出行安全， 河湖处协调日常维护
资金， 在此处搭建临时台阶并邀
李女士现场回访， 李女士称赞河
湖处响应及时， 急民之所急， 解
民之所盼。

据统计， 2020年， 北京市城
市河湖管理处全年维修路面约
11200平方米 ， 安装路灯242套 ，
新增滨河路分类垃圾箱104个 ，
更新1004块亲水提示牌， 新建多
处下河台阶， 尽最大努力为市民
解决 “水问题”。

记者近日了解到， 自2018年
以来， 北京中关村800余家企业
在北京对口扶贫协作的地区设立
了1300余家分支机构， 投资金额
达850亿元 ， 并探索出集农业 、
医疗 、 旅游 、 教育的 “科技+”
扶贫模式。

“科技+农业”
金鸡蛋带动26万贫困

群众脱贫

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注重增
强贫困地区 “造血” 机能， 激发
其加快发展的内动力。

24岁的洛桑卓玛家住西藏自
治区拉萨市尼木县尼木乡尼木
村， 原本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一
家五口的经济来源全靠几亩地和
平时打临工维持。 2015年， 中关
村一家农产业加工企业与当地合
资建立了扶贫产业基地， 优先聘
用当地贫困户， 以产业助力当地
脱贫。 通过每天在包装流水线上
分拣鸡蛋 ， 洛桑卓玛每月收入
5200元。

几年来 ， 这家企业发起的
“金鸡产业扶贫工程” 已经与全
国25个贫困县签约合作， 带动26
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脱贫。

“科技+教育”
AI老师教会山区孩子普通话

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智，
中关村科技企业将 “扶智” “扶
志 ” 相结合 ， 在科技观念 、 知

识、 技能的普及和教育上为贫困
地区助力。

曲木阿且今年7岁， 是四川
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洒拉地
坡乡逸夫小学一年级学生。 去年
他开始通过AI老师学习普通话，
一年后， 自我介绍、 唱汉语歌不
在话下。

这是一家中关村线上教育企
业研发的 “AI老师普通话教学系
统”， 它在四川大凉山彝族自治
区免费推广普通话， 如今已覆盖
昭觉县72所小学、 252个教学点、
近8万名在校学生。 AI普通话教
学系统不仅帮助孩子们从小学好
普通话， 也能帮助当地老师纠正
发音， 帮助老师减轻负担。

“科技+旅游”
助贫困地区打造文旅产

业新名片

大多数贫困地区都深处山
区，那里有俊美的自然风光。为进
一步带动贫困地区经济， 一些互
联网平台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扶持当地“主播”传播家乡的
美景好物。 为拥有美好风景的贫
困地区，综合提供品牌打造、传播
推广、人才培训等全套方案，帮助
贫困地区打造文旅产业新名片。

乌音嘎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
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草原上的红
人。 2017年， 乌音嘎从内蒙古财
经大学毕业回到家乡， 正赶上中
关村的一家企业推出信息助力精
准扶贫业务， 通过 “山里DOU

是好风光” 项目提高贫困地区文
旅资源品牌价值， 带动贫困地区
脱贫。

她在视频平台开通账号 “草
原印象锡林郭勒”， 用网络直播
和录播视频的方式， 原汁原味地
介绍乌珠穆沁草原上的自然风
光、 民族风情以及牧民的日常生
产生活。 给刚出生的牛犊穿 “马
甲”、 哼着民歌绣蒙古袍、 围着
火炉烤包子、 一家人其乐融融吃
手把肉……这些视频片段都出自
乌音嘎之手。 通过她的镜头， 美
食、 美景、 服饰、 民俗等关于草
原的一切皆得以呈现， 让更多人
看到了草原风光， 带动了当地旅
游及农副产品的销售。

“科技+医疗”
智慧分级诊疗平台在全

国7省落地

在医疗方面， 2016年， 中关
村的一家企业推出智慧分级诊疗
平台， 以县级医疗机构为中心，
上联市、 省、 北京三甲医院， 下
联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 精心
打造国家、 省、 市、 县、 乡、 村
六级医疗机构联动分级诊疗服务
体系， 实现了 “基层检查、 上级
诊断、 高端会诊” 的新型服务模
式。 目前， 该分级诊疗平台已在
全国7个省落地扎根， 2700多家
医疗机构互联互通， 线上免费诊
断覆盖1亿多人， 为群众节省看
病费用6000多万元， 免费投入软
硬件价值2亿多元。

中关村探索“科技+”扶贫新模式

近日， 在海淀区综合行政服
务中心消防窗口， 一家公司负责
人提交了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
营业消防安全检查” 申请， 窗口
工作人员在对单位申请材料审查
合格后， 当即发放了海淀区第一
个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 营
业消防安全许可证》。

为进一步深化消防执法简政
放权，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市
自1月1日起， 在市内全域试行公
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告知承
诺制度， 最大限度方便企业和群
众办事。 消防安全检查告知承诺
制度在程序上的变化， 主要是由
先检查后发证调整为先发证后核
查， 申请人承诺符合消防安全标
准并提供相关材料的， 消防救援
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

“今天来报材料申请开业检
查 ， 没想到当场就拿到许可证
了。” 当天拿到 《公众聚集场所
投入使用 、 营业消防安全许可
证》 的某公司负责人很高兴。 他
表示， 以前开业前上报材料， 消
防部门再来检查， 如发现问题还
要再整改， 来回办手续可能需要

好多天， 现在实行消防安全告知
承诺制， 只需要把相关材料提交
之后， 就可以拿到开业手续， 非
常方便， 对于企业经营来说是一
项非常好的措施。

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负责人
说： “相比过去， 新的告知承诺
制最大的变化， 就是场所负责人
承诺本场所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即
可开业， 而不用等消防部门检查
合格后再开业， 最大限度减少了
时间成本， 对场所的经营提供了
最大便利。”

据了解， 在为办事企业群众
提供便利的同时， 消防部门也会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在企业做出
承诺之后的30天内进行现场核
查， 对现场判定合格的纳入 “双
随机、 一公开” 监督抽查范围，
对现场核查判定不合格的， 消防
救援机构将责令限期改正， 对符
合临时查封条件的， 将依法予以
临时查封； 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
后仍达不到要求的， 撤销许可，
并责令停止使用、 营业。 对作出
虚假承诺的单位和个人， 将记入
信用记录， 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 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近日， 在朝阳区垡头街道消
防站大院里燃 起 了 浓 浓 的 烟
雾 ， 来 自 垡 头 街 道 的 应 急 志
愿 者 们 在 朝 阳 区 蓝 天 救 援 队
的 专 业 指 导 下 ， 开 始 了 与 火
的 较 量 …… 据 悉 ， 这 是 由 朝
阳区委社会工委、 朝阳区民政局
发起的、 面向全区43个街乡的应
急志愿者展开的 “朝阳区应急志
愿者技能提升项目”中“应急培训
演练”的一场。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应急志
愿者技能提升项目” 更加注重理
论知识与专业实操的全面配合。
应急志愿项目的负责人介绍道：
“根据近几年应急志愿项目开展
积累的经验， 我们对今年的项目
进行了全面升级， 不仅将覆盖面
扩大到全区43个街乡， 更是在项
目内容的设计上，从‘专业赋能’
‘应急演练’‘应急科普’三个方面
稳步推进；以‘街乡点单’‘街乡轮
训’的方式，围绕‘消防、医疗、防

汛、备勤、心理服务’五个应急服
务主题展开培训和实操演练，确
保朝阳区的应急志愿者实现全面
赋能。 ”

当天在垡头街道的应急培训
演练， 就是由街道 “点单”， 选
择了消防主题的培训内容。 朝阳
区蓝天救援队的专业人员通过案
例分析的方式， 从火灾形成的四
要素、 各类型火灾扑救方法、 火
灾救援禁忌、 火灾逃生方法等方
面为来自垡头街道各个社区的应
急志愿者们进行了专业的理论知
识培训， 并通过火场消防救援模
拟的方式， 组织志愿者们开展消
防应急演练， 保证本次培训中的
志愿者们理论学习到位、 实操水
平过关。

据统计， 自项目开展以来，
朝阳区已经完成了三里屯 、 垡
头、 孙河等在内的22个街乡的应
急志愿者培训活动， 1000余名朝
阳应急志愿者通过考核。

承诺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即可开业

朝阳区用专业实操提升应急志愿者技能
□本报记者 崔欣

1月5日， 鲁谷街道综合执法
队顶着寒风走街串巷 ， 为辖区
内的门店发放张贴防疫措施宣
传画。 按照节前防疫工作安排，
该街道在元旦期间 ， 针对辖区
内近500家 “七小” 门店， 专门
定制的防疫措施宣传贴 ， 力争
做到防疫宣传执法全覆盖 。 当
天执法队员还对门店防疫措施
进行检查 ， 对有防疫措施不到
位的门店， 及时提醒整改 ,确保
鲁谷地区防疫工作平稳有效。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进店宣传防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