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盛丽

推动老旧小区改造

昌平区城南街道昌盛园小区
建成于20世纪90年代， 属于连片
开放式老旧小区。 实施改造前 ，
小区产权单位多、 失管失修久。
40栋住宅楼分属21个产权单位，
是典型的无物业管理、 无主管部
门、 无人防物防的 “三无小区”。
一楼和顶层住户私搭乱建现象比
较普遍 ， 违法建设约 6000平方
米， 大量的违法建设挤占公共空
间 ， 90%的自行车棚被隔断锁
闭， 导致小区功能配套缺失， 同
时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2020年， 城南街道工委决定
启动昌盛园小区改造。 在改造过
程中， 带领社区 “两委” 干部与
社区居民明确了 “一并二拆三统
筹”， 即合并物业管理区域， 拆
除违建和围墙， 统筹规划使用公
共空间、 统筹用好各类资金集中
改造提升、 统筹实现一家物业接

管的工作思路。 通过干部入户家
访、 公众号线上问计、 共商共治
墙公示 、 民情连心卡直通等形
式， 广泛收集意见建议。

街道工委结合常态化疫情防
控， 严格落实管控措施， 将昌盛
园小区原有36个外部出入口减少
为12个， 全部安装车辆道闸和智
慧门禁； 内部进行空间整合， 打
通院墙壁垒， 将各个分割的院落
连为一体。 成立由包社区干部和
社区 “两委” 组成的5人工作组，
“地毯式” 摸排私搭乱建、 分类
建账， “走亲式” 入户、 “车轮
式” 谈判600余轮， 住户最终全
部签订同意自拆助拆承诺书。

此外， 修复楼体外墙1200余
平方米， 更新楼顶防水500余平
方米。 小区内私搭乱建得到彻底
整治， 2万余平方米公共空间连
成一体， 敞亮通达。 改造后， 新
增绿化美化7000余平方米， 规范
调整停车位1000余个， 增设环形
步道、 儿童乐园、 老年聊吧等适
小适老空间1800平方米。

11条背街小巷完成精细化整治

2020年起， 昌平区启动背街
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三年行
动， 针对环境脏乱的18条背街小
巷开展整治提升工作 。 围绕路
面、 墙面修复， 架空线梳理等方
面， 补齐街巷胡同的人居环境短
板， 切实解决好百姓家门口的环
境问题， 做到还路于民、 还街于
民、 还景于民。

据介绍， 目前昌平区共计完
成街巷整治11条， 整治内容包括
铺设步道砖1.1万余平方米 ， 铺
设沥青1万余平方米， 铺设步道
砖、 路缘石9000余延米， 梳理架
空线1000余米等。 其中城北街道
东关一条胡同、 龙泽园街道云趣
园 三 区 南 侧 路 分 别 获 得 2020、
2021年度 《北京市十大最美街
巷》 入围奖。

同时， 完成了昌发展、 昌盛
园两个示范片区环境综合治理工
作， 包括拆除私搭乱建1406平方
米 ， 新建塑胶广场800平方米 、
健身步道800延米， 新增绿化面
积1万余平方米， 增设机动车停
车位121个。 特别是打通了京藏
西辅路与龙域东二路之间断头
路， 新建辅路30余米， 缓解了周
边区域交通拥堵情况。

下一步， 昌平区将以环境月
检查为抓手， 对往年开展的背街
小巷整治工作进行回头看检查，
发 挥 昌 快 干 、 昌 通 办 精 神 ，
发 现 问 题挂账督办 ， 及时解决
群众身边的各类环境问题， 紧抓
今年的整治任务， 力争早日完成
验收工作。 此外， 还将压实 《背
街小巷后续管理办法》， 督促各
镇街道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巩固
保持整治成效， 改善群众身边的
环境， 共同实现干净文明整洁的
出行环境。

打造优质公共生活空间

昌平的创城行动 ， 在 “面

子” 上有着肉眼可见的成效， 在
“里子” 上， 也真正通过不同的
文化活动， 让居民在城市变化
的过程中 ， 拥有了收获感与幸
福感。

在回龙观街道， 古刹玉光寺
已经至少在此坐落了三百年， 也
是昌平地区现存庙宇中规模较
大、 级别最高的庙宇之一。 2003
年， 这里被确定为昌平区文物保
护单位。 经历次修缮及复建， 现
存建筑有山门殿、 前殿、 后殿及
南北配殿， 全寺占地面积2440平
方米， 建筑面积785平方米。

为助力推进新一轮回天计
划， 满足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 同时为促 进 文 物
保护和活化利用 ， 玉光寺现以
回龙观城市会客厅的面貌重新亮
相。

回龙观城市会客厅， 又名寺
锦， 采取社会化运营模式， 今年
7月23日起对外开放。 这里被划
分为八大空间， 集成展览展示、
会客议事、 互动体验、 休闲学习
等服务功能， 将多种生活方式融
入百姓日常， 也为辖区居民提供
了优质、 多元的城市公共生活体
验。

近古稀之年的张军算不上是
回龙观地区的老居民， 但自2016
年搬到这里以来， 也是亲眼目睹
了周围的变化。 这里不是她的故
乡， 也仍能让她提起那些改变的
时候， 变得雀跃、 兴奋。 “我每
天会在小区附近遛弯， 是一点一
点看到家门口变得越来越好。 寺

锦也是我眼看着从大门紧闭， 到
修葺完善 ， 再到如今重新开放
的。 随着它的开放， 我一看原来
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活动可以参
加，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生活
也能得到满足， 这太好了。”

据了解 ， 开放一个多月以
来 ， 这里累计开办了露天音乐
会、 露天瑜伽、 露天电影、 古寺
茶约、 听筝读诗、 手碟音乐会、
黑胶音乐坊、 手绘T恤、 非遗手
作等活动25场， 总进馆人数已近
万人。 通过这些新颖有趣的公
益文化活动， 让每一位进入寺
锦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有趣的
生活方式。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
中， 昌平区一直坚持首善标准，
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融媒体中心作用， 整合盘活公共
资源， 切实满足昌平群众性精神
文化需求。” 昌平区委宣传部副
部长 、 区文明办主任李文慧介
绍， “接下来， 昌平区将通过
打造一批文明示范街、 示范社
区、 示范公园， 让百姓切实感
受到创城带来的明显变化， 持
续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昌平“创城在行动”让百姓感受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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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下午 ， “天宫课
堂” 第三课正式开启， 神舟十四
号飞行乘组航天员陈冬、 刘洋、
蔡旭哲面向广大青少年进行太空
授课， 并对全球进行现场直播。
作为中国空间站科创体验基地，
中国科技馆主要负责 “天宫课
堂” 第三课的预热及延伸活动，
邀请中国首飞航天员、 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以及
航天 、 物理 、 生物等多领域专
家， 通过天地对比实验和展厅多
维度体验等方式， 带领青少年感
受天地大不同。

本次太空授课活动继续采取
天地互动方式进行 ， 三名航天
员在轨介绍了中国空间站问天
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 演示微重
力 环 境 下 毛 细 效 应 、 水 球 变
“懒”、 太空趣味饮水、 会调头的
扳手等实验， 介绍植物生长研究
项目， 并与地面课堂进行互动交
流。

在中国科技馆的活动中， 航
天英雄杨利伟与中国载人航天航
天员系统副总指挥、 中国航天员
科研训练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尹
锐， 中国科技馆科普讲师团副团
长、 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陈征等
专家学者带领青少年在地面同步
尝试开展相关实验， 进行现场授
课和互动答疑。

杨利伟来到 “太空探索” 展
区， 和现场青少年一起体验三维
滚环， 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 向
公众介绍中国航天员训练有多硬
核 ， 向青少年普及航天科技知
识， 弘扬载人航天精神， 在青少
年心中播种科学的种子。 尹锐副
总指挥和现场青少年一起体验创
意舱外航天服， 并通过 “眼疾手
快” “火线冲击” 等互动游戏，
向青少年介绍如何成为航天员，
以及航天员选拔和训练的细节。
陈征副教授在 “探索与发现” 展

厅带领青少年体验角动量转椅，
演示杠铃实验和帕斯卡裂桶实
验， 指导参与吸管吸水实验， 引
导青少年从天地差异中感知宇宙
的奥秘， 体验探索的乐趣， 以及
航天对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带来
的影响。

中国科技馆表示， 今后将加
强与航空航天等科技领域部门和
单位的合作， 充分利用神舟一号
返回舱、 “天和核心舱” 结构验
证件等展览教育资源， 策划组织
更有广度和深度的教育活动。

改善老旧小区环境 、
推动背街小巷环境提升 、
打 造 优 质 公 共 生 活 体 验
空间 、切实解决好百姓家
门 口 的 环 境 问 题 …… 深
化 全 国 文 明 城 区 创 建 工
作不是一句口号 ，昌平区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着力
补齐短板弱项 ，实实在在
服务于老百姓 ，提升百姓
的幸福感 。

早7点， 67岁的垃圾分类普
法监督员张书云穿上小夹袄， 套
上蓝色马甲， 准时出现在密云区
鼓楼街道阳光社区， 进行雷打不
动的桶前值守。 昨天， 记者从密
云区获悉， 密云区现有4000名普
法监督员， 他们遍布城乡， 按时
上岗履职、 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指导正确分类投放。

张书云是在2020年5月成为
一名垃圾分类普法监督员的， 虽
然是社区里不起眼的小活， 但认
真的张大姐摸索出一套 “工作
经”。 怎么让居民投放垃圾时愿
意 “上前一步”， 精准投放， 张
书云没少下功夫， 对此她总结了
三招。

“姑娘 ， 你这垃圾没有分类
呀 ， 你看 ， 这香蕉皮是厨余垃
圾， 不能放在其他垃圾里……”
见到前来扔垃圾的小姑娘， 张书
云笑呵呵地指出问题 。 张书云
说， 自己总结的第一招便是， 桶
前值守得 “会说话”。 什么是会
说话？ 对接受指导的居民柔声细
语， 对有不听劝乱投放的居民，
语气就得硬起来。 有一次， 张书
云遇到个 “刺头儿”， 小伙子扔
了垃圾转身就要走， 张书云一点
没怕， 给小伙子讲道理摆事实，
反倒是小伙子一脸红， 后来还主
动分类投放， 张书云见了毫不吝
啬地夸赞起来： “分得真细致！”

“第二招 ， 桶 站 时 刻 得 干
净。” 张书云说， 桶站垃圾桶干
干净净的， 没有异味， 大家伙儿
投放垃圾时就愿意主动 “向前一
步”。 每天早上， 张书云都会认
真清洗垃圾桶， 对垃圾桶内外进
行全面消毒消杀， 解决了桶站垃
圾桶表面脏污 、 气味难闻等问
题。

第三招则是宣传机会得抓
住。 张书云积极参加社区的 “敲
门行动”， 挨家挨户进行入户宣
传， 手把手教邻居们分类， 和小
区里的垃圾分类 “达人” 们以及
同事们交流分类经验 ， 在小区
群、 单元群中分享垃圾分类小妙
招， 带动居民主动在家设置 “两
桶一袋”。 特别是在社区的各项
活动中， 经常能看到张书云专注
地向孩子们介绍垃圾分类知识的
场景， “这就是个习惯， 得让孩
子从小就养成。”

和张书云一样， 密云区4000
名普法监督员， 每天在早7点到9
点、 晚6点到8点两个时段按时上
岗履职， 在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的同时 ， 指导居民正确分类投
放。 此外， 针对农村地区， 密云
区 还 建 设 了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驿
站32座， 配备垃圾分类桶站400
余个 ， 分布普法监督员 2000余
名， 实现农村地区生活垃圾 “日
产日清”。

□本报记者 王路曼 通讯员 王浩

补齐短板弱项 全民共建共享

中国科技馆邀杨利伟延伸“天宫课堂”

密云4000名普法监督员引导居民精准垃圾分类

桶前值守敢管善管会管
天地同上一堂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