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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一人一车一格”
助推垃圾分类全覆盖

每日早上7:00至晚上10:00，
18部移动垃圾分类收纳车集中分
布在前门大街主街和鲜鱼口街、
G6广场 、 阿里山广场 、 大江胡
同等客流量较大的点位。 移动垃
圾分类收纳车功能齐全， 共设置
可回收物 、 其他垃圾 、 有害垃
圾、 厨余垃圾和烟蒂投放等不同
区域， 既方便保洁员随时指导游
客正确投放垃圾， 也方便保洁员
随时清扫街面垃圾。

前门大街地区物业经理常凤
英介绍， 街区街面垃圾主要以其
他垃圾和可回收物为主。 日常其
他垃圾每日近5吨， 节假日每日

近10吨。 为了满足过往行人和游
客投放垃圾需求， 同时维护前门
商业街区历史风貌和空间秩序，
在日常保洁基础上， 物业增设了
移动垃圾分类收纳车。 由于前门
大街主街街面没有固定的垃圾
箱， 移动垃圾分类收纳车恰好可
以保障过往游客随时投放垃圾的
需求。

街面 “一人一车一格” 作业
模式 ， 推进街区垃圾分类全覆
盖。 “由于主街客流量较大， 在
车辆流动作业的情况下， 845米
的主街上每隔50至60米左右就会
看见一辆移动垃圾分类收纳车。”
常凤英说， “赶上节假日客流量
高峰期， 结合人流进出疏散口和
游客游览路线等因素， 我们会随
时增加人员和车辆数量。”

AI智能垃圾体验站
让老街区融入新时尚

如何让外来游客快速了解北
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前门大
街引入科技手段来助力。 如今，
前门大街主街的 “人气王” 当属
AI智能垃圾体验站了。 该站由厨
余垃圾、 其他垃圾、 有害垃圾、
可回收物四类封闭式垃圾箱组
成。 常凤英介绍， 这款垃圾分类
智慧设备支持18万种物品的辨识
分类， 具有AI语音对话和触屏双
重功能。

一位游客站在智能垃圾体验
站前， 对着电子屏幕说完 “矿泉
水瓶” 后， 可回收物箱的投放门
便缓缓打开。 “语音对话功能，
主要是帮助不知道自己要投放的
垃圾属于哪类的游客正确分类。”
常凤英说， “相反， 如果游客知
道自己要投放的垃圾属于哪类，
直接触摸电子屏上相应颜色的垃
圾箱标识， 投放门也会打开。”

前门大街AI智能垃圾体验站

的使用，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快速掌握了北京市生活垃圾投放
的正确方法， 让老街区融入了新
时尚。

商户指定专人负责
精细化管理实现源头减量

馄饨侯是街区老字号餐饮商
户之一 ， 每到午餐时段十分忙
碌。 一走进门店， 就餐区域墙上
张贴的垃圾分类投放引导海报和
光盘行动宣传页格外引人注目。
馄饨侯负责人张书君介绍， 门店
严格落实街道和物业相关要求，
指定专人主管日常垃圾清运台账
和管理制度工作等工作。

在就餐公共区域和收银台周
边， 门店均设置了其他垃圾和可
回收物的垃圾桶， 方便游客随手
投放垃圾； 在后厨区域， 门店还
配置了四色分类垃圾桶。

“店内的所有垃圾桶， 我们
每天至少消杀4至5次， 随后进行
擦拭 ， 保持垃圾设施干净无异
味。” 张书君说， “如遇顾客垃
圾投放错误情况， 员工会提示其
正确的投放方法。”

张书君介绍， 为了做好垃圾
源头减量工作， 门店每日产生的
厨余垃圾都要先沥干水分后再投
到绿桶等待专业人员上门清运。
在顾客点餐时， 员工也会根据用
餐人数给出合理性建议， 倡导顾
客 “光盘”。 同时店内不提供一
次性餐具， 减少一次性用具的资
源浪费。

据了解， 下一步， 东城区将
持续创新垃圾分类新做法， 结合
全区各商业街区实际和前门商业
街区垃圾分类经验， 积极探索建
立可复制可推广的商业街区垃圾
分类新模式， 打造更多商业街区
靓丽环境， 巩固和提升全区垃圾
分类治理成效。

前门大街做好“关键小事” 助推垃圾分类全覆盖

“一则发帖， 让我们见证了
玉桥治理的速度 。” 玉见APP居
民运营官、 党员志愿者屈淑琴一
则关于不文明停放非机动车的偶
然发帖， 经过平台舆论发酵、 代
表议事协商、 多方参与治理， 使
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 成为通州区玉桥街道依托家
园治理平台玉见APP向前一步主
动治理的创新探索。

位于玉桥街道的玉桥南里小
区属于老旧小区， 高龄老人多、
居住人群多样， 在老旧小区改造
期间， 虽然有物业管理， 但总是
挡不住 “悄悄溜进去” 的共享单
车随意停放， 造成安全隐患的同
时， 给居民生活带来困扰。 玉见
APP居民运营官屈淑琴发帖说
道 ：“这样的现象不文明也不安
全，是否可以解决一下？ ”帖子发
出后，多位居民回帖参与讨论。

为此， 玉见APP官方号发起
“小区里出现不文明停放电动车、

非机动车现象， 应该如何进行引
导？ 大家来聊聊” 的话题， 引起
平台居民踊跃讨论 ， 有温馨提
示、 有管理建议、 有文明倡导。
线上发起讨论的同时， 玉桥街道
线下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 老旧
小区改造方 “和家物业”、 社区
社工代表召开联席会， 展开议事
协商， 最终形成了 “物业专人监
督处理+社区党员志愿者日常巡
逻上报+温馨文明提醒常态引
导” 的处理建议。

随后， 在玉桥南里小区， 30
块文明提醒牌悬挂于小区门口、
车棚、 单元楼门口等显眼位置，
“你停车的姿态，就是你人生的姿
态”“爱车规范摆， 文明惹人爱”
……这些来自玉见征集的邻里温
馨提示语化身邻里公约， 提醒居
民正确停放电动车和非机动车。
另一边， 玉桥南里小区 “和家物
业” 保安队设立专人负责非机动
车乱停乱放问题， 屈淑琴带领党

员志愿先锋队每周定期对小区进
行巡逻，发现此类安全隐患问题，
第一时间联动物业进行处理。

玉桥街道党工委书记孙雪松
介绍， 2022年， 区委区政府强调
要大力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 街道也把大抓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全年核心任务
和工作总抓手， 充分发挥 “三区
一门” “四方协调机制” “玉事
好商量” 等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品
牌作用， 充分发挥党工委、 办事
处、 辖区单位、 党员、 群众、 社
区、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
用， 着力形成齐抓共管合力。 同
时， 借助家园治理玉见平台， 倾
听每个群体声音， 用好服务群众
阵地 ， 拓宽群众 “线上+线下 ”
参与双平台， 切实解决好群众身
边的问题，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基
层治理效果的明显改善， 全力打
造内外兼修、 高效智慧、 文明宜
居的美好新玉桥。

□本报记者 赵思远

一则帖子解决非机动车乱停放问题
通州区玉桥街道家园治理平台彰显“治理速度”

京味文化街区背后的“垃圾分类经”
“一人签约， 守护全家”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孟冉

近日， 怀柔区琉璃庙镇居
民王大姐想咨询一些健康问
题， 但是由于工作比较忙， 没
时间去医院 。 于是 ， 她通过
“京东家医APP” 进行了线上
咨询， 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家庭医生杨凯文对王大姐
做了相关的健康指导， 帮她解
答了问题。

据了解， 琉璃庙镇位于怀
柔区的深山区， 大部分中青年
人因就业、 子女上学等原因出
现了大量 “昼出夜归” 或工作
时间在居住地， 节假日回原籍
的现象， 他们很少能有机会参
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组织的入
村健康教育等活动， 该年龄段
的居民相对于老年人、 慢病患
者等重点人群， 缺少与家医服
务沟通的机会和途径。

为了更好地推进智慧医疗
服务， 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与北京京东健康有限公司
合作开展 “京东家医APP” 线
上签约服务， 建立了 “互联网
平台+服务团队” 的模式， 在

扫码下载APP后就能进入， 平
台上有关于家庭医生服务单位
的内容和各位医生专业特点的
介绍， 居民可以根据自身需求
选择合适的家庭医生进行签
约， 签约以后可以随时通过手
机与签约医生互动 ， 而且家
中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出现任
何健康问题， 都可以通过这种
方式直接进行健康咨询， 实现
了 “一人签约 ， 守护全家 ”。
这种模式有效地缓解了医疗资
源不足 、 服务效率低下的问
题， 更好地为辖区居民提供优
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王大姐表
示： “这个APP真是太适合像
我这种工作忙， 上有老、 下有
小的人了 ， 简直帮了我的大
忙！”

目前， 怀柔区已在龙山街
道、 琉璃庙镇、 宝山镇3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试点， 推
广 “京东家医APP”， 现已为
300余名居民解决了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的问题， 受到了居民
的一致好评。

怀柔区推广智慧医疗平台线上服务

顺义老年餐桌让9万老人吃上暖心饭
□本报记者 盛丽

3月18日中午， 顺义区颐
福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主任刘
金兰怀里揣着保温桶， 冒雪向
社区居民张大爷家走去。 张大
爷是一位独居老人， 身体还算
硬朗， 自从颐福源老年餐厅开
业， 就经常光顾。 一来二去，
张大爷和工作人员都很熟悉
了， 遇到天气不好或者身体不
舒服时， 打个电话给店里， 工
作人员就会上门送餐。 18日这
天， 张大爷看着屋外厚厚的积
雪， 不想麻烦工作人员送餐 ，
心想着简单对付几口就行了，
没想到刘主任给送来了热乎的
午饭 ， 老人心里也是热乎乎
的。

颐福源老年餐厅2015年建
成， 按照政府扶持、 社会力量
参与 、 市场化运 营 的 方 式 ，
由 石 园 街 道 免 费 提 供场地 ，
构建了 “1个配餐中心+1个老
年餐桌+6个社区助餐点+多个
义工上门送餐” 的 “1+1+6+
X” 为老助餐服务体系， 并自
主研发为老助餐智能管理系
统 ， 将老年人身体健康和饮

食习惯等信息与食品营养成分
等数据信息进行比对和筛选 ，
运用智能分析系统为老年人
建立个性化的健康菜品数据
库， 形成个性化菜单和科学健
康饮食建议， 点餐时用不同颜
色标记适宜食用、 可适量食用
和不适宜食用的菜品， 引导老
年人养成营养膳食的生活习
惯。

近年来， 顺义区积极调研
老年人用餐需求， 明确老年餐
桌建设任务 ， 按照 “成熟一
个、 启动一个” 的原则， 采用
“试点先行， 逐步推开” 的方
式， 以 “养老服务驿站助餐服
务为主， 养老照料中心开设助
餐功能为辅， 鼓励社会化餐饮
机构参与” 的建设思路， 优化
老年餐桌布局， 落实各项补贴
政策， 为居住在顺义区60周岁
及以上老年人开展就餐服务。
目前全区共开设老年餐桌 37
家， 可保障周边9万余名老年
人就餐 ， 月均服务约4.6万人
次， 让老年人吃上暖心饭、 放
心饭。

广外街道及时“吹哨”解决居民“眼中钉”
□本报记者 陈曦

“这几个钉子太小， 平时
没人注意。” “是， 就是怕万
一踩到或者绊倒， 很有可能受
伤。” 不久前， 广外南街人行
道上的两处地钉成了居民的
“眼中钉”。 别看钉子小小的，
很不起眼， 但稍有不注意就会
把人绊倒划伤 ， 特别 是 夜 晚
光线暗的时候 。 因为担心更
多人被这些地钉绊倒， 附近居
民向椿树馆社区反映了这一问
题。

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查
看， 初步判断应该是施工时遗
留下来的。 为了拔除地钉， 消
除安全隐患 ， 社区先向街道

“吹哨”， 经过城市管理办公室
与社区工作人员多方排查， 确
认地钉无权属单位。 随即， 街
道 环 境 应 急 小 分 队 对 地 钉
进行拆除作业， 使用角磨机 、
撬棍等工具将地钉统一切割，
并在之后修复地面 ， 成 功 摆
“平 ” 问题 ， 消除了安全隐
患。

广外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 面对居民的所急所盼， 街
道以及各个社区都会在第一时
间响应， 用心琢磨解决方法和
途径， 用好 “吹哨报到” 的机
制优势， 把一个个诉求办好、
办暖。

生活垃圾的分类投
放和管理， 体现了城市
精细化管理水平与文明
程度 。 同居民区相比 ，
商业街区公共空间大 、
人员流动性大， 垃圾分
类日益成为重点和难
点。 尤其每逢节假日 ，
随着外来游客的不断涌
入， 垃圾分类和环卫作
业的压力凸显。 针对这
种情况， 东城区多措并
举， 其中前门大街地区
物业和前门街道聚焦完
善垃圾收运设施， 加大
宣传指导力度， 带动商
户源头减量， 让外来游
客快速了解和掌握北京
市生活垃圾正确投放的
方法， 共同打造首都靓
丽商业街区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