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在北京，“背街小巷”里藏着
不可磨灭的历史文化，藏着百姓
难以割舍的烟火气。它既关系百
姓生活的“里子”，也关系首都形
象的“面子”，是检验城市精细化
管理的“第一考场”。

从 2017年 起 ， 北 京 启 动
“背街小巷” 治理。 治理工作坚
持从民生细节、 百姓需求入手，
努力消除城市管理短板弱项 。
经过五年的努力， 全市3958条
背街小巷环境面貌得到整体改
善， 首都核心区和城市副中心6
个示范片区环境综合治理得以
同步推进。

近日， 记者探访了位于西
城区的文华胡同， 看这条曾经
杂乱无章的胡同如何华丽变身，
让居民们有了幸福感、 安全感。

胡同改造注重群众诉求
树影婆娑、蝉鸣阵阵……从

高楼林立、热闹纷繁的西城区闹
市口中街上向东一拐，好像进入
了另一个世界。大人们在树荫下
闲聊、乘凉，孩子们则吃着冰镇
西瓜，追逐打闹，仿佛时间都跟
着慢了下来。墙壁上，“铁肩担道
义，妙手著文章”的大字，和胡同
里的李大钊故居则更加彰显着
这里的不同。

这条总长约300米的丁字胡
同叫文华胡同， 位于西城区金
融街地区。 胡同里居住着200多
户、 近800名居民。

“过去 ， 这里条件很差 。
很多人家的房子属于 ‘三级
跳’， 胡同路面比院子地面高，
院子地面比屋内高 。 一下雨 ，
水就开始往家里灌。” 回想起过
去的景象， 已经在这里居住了
40年的米攸老爷子连连摇头。

除了房子院落， 胡同里也
很杂乱。 物料随意堆放、 线路
凌乱无序，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乱停乱放， 各种问题让居民们
怨声载道。 2017年， 北京市启
动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
行动， 西城区也开始了对文华
胡同的改造。

西城区金融街街道城管办
科长、文华胡同“街巷长”刘杨介
绍说，李大钊故居是文华胡同精
神气脉的核心，所以对胡同的改
造中，以尊重、保留历史文化，突
出街巷风情为目标，坚持修旧如
旧的原则，不搞大拆大建。同时，
注重群众诉求。

“我们在胡同里加装了摄
像头， 为民居统一安装了有门
禁、 可防盗的原木门， 增强居
民安全感； 对电力箱和空调室
外机进行景观美化处理， 加装
冰裂纹镂空外罩； 为胡同树池
铺装了更加环保、 耐用、 有多
种功能的弗维木， 消除了树池
‘绊倒’ 行人的隐患。 对建筑立
面进行统一清洗、 修缮， 打造
精致街巷。” 刘杨说。

“胡同环境好了， 推开门

就能看到景儿， 老街坊们都特
满意。” 米攸笑着说。

17个片区今年启动治理
文华胡同的变化， 仅仅是

本市两轮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
升三年行动的一个成果。 经过
五年的精心组织和合力攻坚 ，
目前， 全市3958条背街小巷的
环境面貌已经得到整体改善 ，
首都核心区和城市副中心6个示
范片区环境综合治理也得到了
同步推进。

据悉， 在背街小巷的环境
整治提升工作中， 全市注重高
位统筹， 将这项工作与首都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同步推动， 并
纳入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和 “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 改
革工作重点任务； 注重协调调
度， 建立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
升议事协调机制， 由相关部门、
区政府和企业主管领导及专家
学者、 居民代表参加， 研究破
解重点难点问题； 注重规划设
计， 编制 《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提升设计管理导则》， 从色彩、
气质、 风格、 肌理等方面， 对
背街小巷建筑立面、 市政设施、
城市家具等十大类36项元素明
确规范管控标准。

更为难得的是 ， 实践中 ，
背街小巷环境治理还与街区更
新相结合， 由 “线” 到 “面”，
整体推进。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整治处
副处长陈志娟介绍 ， 2021年 ，
东城区推进北大红楼片区环境
综合整治， 连片推进王府井片
区11条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实
施43个美丽院落环境治理。 西
城区爱民街片区围绕服务中央
驻区单位需求， 实施了绿化提
升、 道路修补和停车秩序治理；
天桥片区围绕中轴线申遗， 开
展地下管线雨污分流改造、 建
筑修缮和景观提升。 通州区围
绕 “三庙一塔” 区域风貌管控，
统筹推进西海子、 复兴里片区
背街小巷环境治理和老旧小区
综合改造， 实现区域环境面貌
整体提升。

环境品质的改善， 让市民
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也
得到了同步提升。 据市统计局
调查显示， 2021年， 市民对背
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工
作满意率达到95.6%。

据悉， 今年， 本市以街区
为单元， 启动实施17个片区环
境综合治理， 包括东华门片区、
什刹海金丝套片区、 天桥铺陈
市片区、 朝晖片区等， 涉及核
心区、 城市副中心、 中心城区、
生态涵养区等多个区域。

下一步， 背街小巷环境提
升工作将有针对性地补短板 、
强弱项、 惠民生、 增活力， 强
化一体化和集约式治理， 优化
环境品质、 提升空间效能。

背街小巷治理以民声定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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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通讯员 史莉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2022
年全国高考从6月7日起拉开帷
幕， 全国共有1193万人报名， 比
去年增加115万。 其中北京今年
共 有 54728 人 参 加 高 考 报 名 ，
除 前期高职自主招生录取考生
外 ， 参 加 六 月 高 考 的 考 生 共
48693人。

面对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
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
地综合施策，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高考组考工作， 全力实现 “平
安高考” “健康高考” “温馨高
考” 工作目标。 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 招生考试机构会同有关部门
坚持以考生为本 ， 加强治安出
行、 食宿卫生、 防暑降温等方面
的服务保障， 并为残障考生等特

殊困难群体提供合理便利， 努力
营造温馨、 舒适的考试环境。

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
到， 全市18个考区共设常规考点
99个、 常规考场1714个、 备用考
场321个 ， 设置备用考点55个 。
本市严格落实考生和考试工作人
员健康码、 行程码、 核酸检测结
果查验， 入场体温检测， 考试场
所消毒通风， 考试期间全程佩戴
口罩等各项防疫措施。

考生进入考点时须佩戴口
罩 ， 持 准 考 证 及 有 效 身 份 证
件 ， 按照考点校要求保持安全
距 离 ， 接 受 体 温 检 测 ， 检 测
合 格 后方可进入考点 。 不合格
的 （体温≥37.3℃） 考生可适当
休息后再次测量， 仍不合格的经
考点校研判， 视情况安排在备用

考场参加考试。
针对考生容易出现的意外状

况 ， 考试院规定了相应处理措
施。 比如考生临时忘记携带身份
证或准考证， 须在考前向监考教
师报告 ， 经 考 点 领 导 小 组 批
准 ， 可先参加考试 ， 在下场考
试前向监考教师交验身份证或准
考证。

考生如果在考场上临时出现
不舒服， 应立即举手示意监考教
师， 由监考教师酌情处理。 一般
情况下考生在监考教师陪同下临
时离开考场， 由医务人员紧急处
理， 如身体允许， 考生可继续应
考， 但考试时间不延长。

6月7日、 8日下午考试结束
后， 考生须参加考点统一组织的
核酸检测。

近日， 南苑街道为辖区78名
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送上了一份
特殊礼物———暖心 “助考大礼
包”。 当天， 街道、 社区工作人
员把装有学习台灯和签字笔、 涂
卡笔、 橡皮、 尺子等考试必备用
品， 以及口罩、 消毒湿纸巾等防
疫用品的 “助考礼包”， 连同一
封 “加油信” 送到了考生手中，
让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们倍感暖
心。

高考在即， 南苑街道主动靠

前服务， 提前规划， 依托社区、
村线上服务平台， 摸排辖区内参
加高考考生共78人， 并针对管控
小区考生、 居家隔离考生、 赶考
困难考生等进行精准问需服务。
“愿你们不负韶华 ， 不负时代 ，
不负人民， 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
奔跑。” 满载着美好祝福的礼包
由社区工作人员一一送到了考生
手中， 工作人员同时嘱咐考生，
如遇紧急情况， 可随时与社区联
系沟通。

“知道小区管控的消息时，
我都慌了神， 后来社区的防疫工
作 者 专 门 来 给 我 做 了 详 细 解
释 和 指导 ， 街道还请了专业的
心理辅导老师帮我们减压 、 疏
导 ， 焦虑的心情缓解了不少 。”
身处南苑街道管控小区的考生小
顾说， “今天收到了助考礼包、
信件， 寄托着日日夜 夜 为 我 们
守护平安的一线抗疫工作人员
的祝福， 我会带着这些祝福走进
考场， 全力以赴应考。”

今年高考， 本市按照常规考
点、 封管控考点、 在集中医学观
察场所和医疗救治场所设置的考
场等不同情况进行安排， 其中选
择了符合条件的宾馆酒店或具备
食宿条件的学校设置封管控考
点， 用于安排届时处于封控区、
管控区的考生， 为考生提供 “吃
住行考” 一体化的考试保障。 那
么 ， 封管控考点的生活安排如
何？ 为考生提供了哪些服务呢？

据了解， 为全力做好涉疫考
生的高考服务保障工作， 海淀区
教委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 由
区教育招生和考试中心副主任王
树明带队， 成立考务管理组、 考
生服务组、 数据支持组、 医疗防
疫组 、 转运保障组 、 食宿保障
组 、 安全应急组等8个工作组 ，
从考生的 “吃住行考” 等方面进
行了全面准备， 全力营造温馨 、
健康、 平安的考点环境， 让考生
既能严肃考试， 又能时时处处感
受到家一样的温暖。

本着 “如期举行 、 应考尽
考、 一个不落、 安全考试” 的原
则， 为了尽可能给考生提供好的
住宿环境， 海淀区选择五星级的
西苑饭店作为特殊考点， 并把最
好的几层商务房安排给涉疫考生
住宿和考试。 从5月中下旬开始
历时半个多月， 西苑饭店已经准
备就绪， 迎接涉疫考生的到来。

6月6日， 海淀区涉疫考生由
街镇安排转运， 有序入住这里，
将于7日到10日在此完成自己的
人生大考。 按照防疫要求， 全体
工作人员将身穿大白防护服转运
考生。 考生服务组精心设计， 在
防护服上写上一句句温馨口号，

做离考生最近的温馨 “大白 ”，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让考生获
得更多陪伴感。

走进大堂， 考生们首先来到
考生报到处办理登记入住， 做好
确认个人信息、 携带物品等报到
手续。 “高考加油”“金榜题名”“高
考不退却 逆袭全世界”———在考
生报到处旁边， 几张写有祝福语
的展板为他们加油打气。

随后， 考点工作组提醒考生
加入提前建好的考生服务大群，
再由工作人员全程陪同， 引领考
生乘坐专用电梯来到住宿楼层。
进入房间后， 工作人员会向考生
介绍房间设施、 安全提示、 考场
位置， 用餐时间等安排， 尽可能
地用温暖的服务让考生有回家的
感觉， 助力考生在今年高考中取
得好成绩。

这些房间都在中间楼层， 采
光好、 噪音小， 空调也调整到了
非常舒适的温度。 考点工作组不
仅前期多次到西苑饭店踩点， 选
出饭店最好最舒适的房间提供给
考生 ， 还把房间布置得温馨舒
适， 为每位考生送上一个装有考
试用具和防疫物资的 “福袋” 和
一盏新台灯， 让考生们安心地在
这里应考。 到了考试当天， 考点
工作组安排了叫早和提醒服务，
及时提醒考生起床、 用餐， 以免
耽误考试。

所有考场都严格按高考考场
要求完成布置， 并从学校抽调来
课桌椅， 按照住宿考试分开的原
则来安排。 根据市里统一规定，
封控区考生实行一人一考场， 管
控区考生可多人一考场， 考位间
距不小于2米， 来自不同管控区

的考生安排在不同考场。 西苑饭
店把封控区的考生安排在住宿房
间的对面房间考试， 管控区考生
由专人带领， 到管控区集中考场
考试。

考生离开父母独自考试， 家
长最担心的除了孩子的住宿， 就
是用餐问题了。 考点工作组充分
考虑到家长们的担忧， 与酒店方
充分沟通协调， 短短几天研发了
考生点餐系统。 考点工作人员赵
楠介绍， 点餐系统不是简单的套
餐， 而是每天提供多种菜单， 分
为清真和非清真， 荤素搭配、 营
养均衡， 并且为每道菜品取了吉
祥如意的名字， 比如连中三元、
旭日东升、 锦绣前程等， 考生们
提前一天就可以通过点餐系统点
自己喜欢吃的饭菜。

此外， 海淀教科院组织的5
人心理健康服务保障团队也入驻
酒店， 为考生精心准备了考场心
理调适技巧， 以及爱心形状的应
考锦囊。 考点工作人员王瑞说，
心理保障组制作了宣传折页， 介
绍考试心态调整及情绪调节的方
法策略， 引导学生稳定心态， 树
立信心； 针对心理压力大、 心理
负担重的个别考生制定 “一生一
案”， 给予心理关爱与疏导； 公
开辅导教师手机及高考专线， 24
小时全天候接听考生及家长咨
询， 及时化解考生心理困惑， 指
导家长调适心态， 用心用情推进
人文高考。

记者从市教委获悉， 目前，
各类考点考场设置已全部落实到
具体点位。 封管控区域的考生将
在考试结束后闭环转运回去， 整
个过程实现闭环管理。

北京超4.8万高考生今起上考场

丰台南苑街道78名考生收到“助考大礼包”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张积勇

海淀涉疫考生入住五星级饭店应考

5年3958条小巷展新颜 今年将启动１７个片区环境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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