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任洁/文 通讯员 李志伟/摄

在第六届中国戏曲文化周
上， 丰台区税务局 “微蓝” 志愿
服务队将税收惠民政策带进北京
园博园， 向往来游客宣传税法知
识， 还结合文化旅游类企业关心
的涉税问题展开辅导。

在活动现场 ， 丰台税务局
“微蓝” 宣传员们向往来游客发
放 “微蓝周边 ” 和税收宣传手
册， 热情的宣传讲解吸引了一大
波票友前来聆听、 咨询， 让戏迷
票友在尽享戏曲之美的同时还能
体验到税费优惠的 “沉浸式” 互
动。

“本次税法宣传活动紧贴企
业实际， 有针对性地向文旅企业
涉税实际问题开展面对面解读，
让我们对今后的发展更有信心。”
北京园博园运营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胡振兴表示。

□本报记者 周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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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由石景山区文旅局指
导，石景山区文化馆主办的“新时
代 新征程 践行党的二十大精
神———石景山区文化馆文化志愿
服务走进基层特别行动” 启动仪
式举行。 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相关领导，区文化馆、各分馆负责
人及基层文化工作者、 文化志愿
者代表参加了启动仪式。

仪式上，“文化志愿 ‘艺’起
来”品牌系列活动启动，这是石景
山区扎实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工作的鲜活
实践， 也是该区对文化建设在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使命任务的
深刻践行， 为新时期石景山区公
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做出了
先行示范。

启动仪式安排了党的二十大
精神专题学习环节， 特邀专家作
了题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
民艺术普及的新观念与新路径”
的专题培训， 为与会代表深入解
读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下，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目标、三
个面向、四个坚持和五个体系，提
出新时代新征程广大文化工作者
和文化志愿者应坚持“艺术普及”
和“全民美育”的初心，立足新环
境和新起点， 承担新任务和新挑
战，把握好新观念、新趋势和新逻
辑，利用好新平台、新渠道和新机
制，推动实现新协同、新模式和新
赋能，紧扣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根本文化利益。

□本报记者 边磊

4年新建和改造大型城市公园25座 市民推窗即见景、出门可踏青

昔日沙石遍布的河滩变
成湿地公园

冬日的午后， 走进石景山区
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 湿地中的
芦苇随风轻轻摆动， 走在园区宁
静的小路上， 可以看到远处园博
园的永定塔， 移步换景， 人在画
中游。

站在园区高约24米的景观塔
上可以看尽这片湿地的全貌， 湿
地在绿意中泛着波光， 还有悠长
的木栈道、 幽静的休息长亭、 蜿
蜒的林间小路……除此之外， 这
片湿地还是白鹭、 绿头鸭等野生
水鸟以及40余种湿生植物的家，
动植物们在这里生长、 繁衍。

然而就在4年前 ， 这里有的
仅仅是一片河滩地。 “以前这里
叫做南大荒苗圃， 植被稀少， 沙
石遍布。” 永定河森林公园管理
处副主任冉升明1992年就在这里
工作， 她告诉记者， “那时一刮
风就黄沙漫天， 出去一趟白衣服
就变成了土黄色。”

湿地建设是从2018年4月开
始的， 2021年6月完成十多种水

生植物的种植， 同年12月竣工，
今年3月正式对外开放。 建成之
后， 周边整体自然环境得到了很
大改善。 在这座总占地面积121
公顷的森林公园里 ， 栽植有3.5
万余株乔木、 13万余株灌木以及
约23万平方米的地被植物。 除植
被外， 公园里还设置有雕塑、石
碑、景墙等，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
个可以休闲、健身、 散步的场所。

湿地的水源来自朝阳区小红
门再生水厂， 永定河休闲森林公
园管理处湿地管理科科长饶刚
说： “再生水通过管线进入公园
内的调压池， 再进入布水池， 最
终达到流入永定河标准， 对永定
河进行生态补水。”

棚户区大变样， 为市民
提供休闲新去处

一路向东， 走进离这儿几公

里外的衙门口森林公园， 开阔的
视野令人心旷神怡。 这里种植了
国槐、栾树、白蜡、油松、黄栌等，
正是初冬时节，彩叶缤纷。公园内
的步道修建宽敞平整， 仿实木座
椅、生态桥、 垃圾桶等随处可见。
园内道路可与周边市政道路通过
生态桥、 过街绿廊、 下穿涵洞等
多种形式实现无障碍通行。

据石景山区园林局建设管理
科科长叶宏介绍， 以前这里是棚
户区， 是石景山区大杂院和低端
产业聚集的典型区域。 2017年 ，
石景山区制定 “棚户区改造和环
境整治任务实施计划 ”， 将衙门
口地区改造成为石景山区的门户
绿地、 京西最大规模的留白增绿
片区。 公园于2021年开放， 原来
住在大杂院的居民搬迁到楼上，
周边区域环境大幅提升。 休闲、
健身、 亲子……现在 ， 100公顷
公园在居住区环绕， 让居民的幸

福指数飙升。
此外， 针对以前棚户区的建

筑垃圾也进行了回收再利用， 变
成公园可以使用的设施。 “小路上
铺的是再生透水砖是建筑垃圾重
新压制形成， 道路下面基层是再
生骨料。 公园里的休闲座椅也是
将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块打碎，
重新压膜制成。 ”北京市园林古建
设计研究院设计师王路阳介绍，
“公园里还有几十处‘本杰士堆’，
由废旧木材堆制而成， 为昆虫们
提供了可栖息的家园。 ”

留白增绿，让市民推窗
即见景、出门可踏青

山环水绕、 绿轴穿城、 绿链
串园。 此前， 石景山区公园数量
不少， 但是分布不均。 2018年 ，
石景山区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优
势 ， 在北京中心城区率先开展

“创建森林城市 ”， 从棚改 、 拆
违 两 方 面 入 手 ， 见 缝 插 绿 ，
“挤” 出新的公园绿地。

据石景山区园林绿化局局长
毛轩介绍， 借力大规模的疏解整
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共实施 “留
白增绿” 90.88公顷。 在长安街
西轴线上建成新安公园、 旺景公
园等长安十三园； 改造永定河森
林公园建设人工潜流湿地； 建成
北京冬奥公园和滨河马拉松 “最
美跑道 ”； 在衙门口 、 金顶山 、
老山、 永定河等区域， 大尺度城
市森林拔地而起……一批小微绿
地、 口袋公园、 全龄公园相继建
成 ， 实现了山区林地 、 滨河绿
带、 道路廊道、 城市公园的有机
串联。 如今， 居民出行500米就
能进入公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推动
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正是如此， 目前， 石景山区
的绿道如同一条蜿蜒细长的 “绿
线” 穿越于城市与山水之间， 没
有车水马龙的干扰， 实现了推窗
即见景、 出门可踏青的目标， 促
进绿色出行， 丰富市民亲山近水
的休闲体验。

近日 ， 回天地区首个产业
综合体腾讯众创空间全新升级，
除了对产业定位 、 产品结构进
行了科学规划外， 项目外 立 面
及 内 部 公 共 配 套 设 施 更 加完
善 ， 全力打造回天地区高品质
产业综合体。

记者走进腾讯众创空间 ，
项目升级改造完成后 ， 内部产
品户型更为丰富 ， 既有联合办
公的孵化平台， 也有20至2000平
方米不等的独立空间 ， 可满足
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发展需要。
此外 ， 大堂 、 电梯 、 电梯厅 、
停车场及各类公共区域均进行

了改造， 除共享会议室、 花园广
场及停车场外， 项目正着力引入
网红餐厅 、 休闲娱乐 、 潮流零
售、 生活配套、 益智教育培训等
多元化商业业态， 打造一站式吃
喝玩乐购高品质商业空间。

记者了解到， 腾讯众创空间
位于回龙观东大街黄金区位， 距
离北京地铁13号线回 龙 观 地 铁
站和 8号线回 龙 观 东 大街地铁
站两公里， 待北京地铁13号线完
成拆分后， 回龙观体育公园站
距项目仅 50米。 除此之外， 十
余条交通线路于项目周边纵横分
布， 1公里外北京首条自行车专

用道有效补充， 为园区入驻企业
提供多重便利交通方式。

作为 “昌发展” 重拳打造的
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地， 腾讯众创
空间重点关注个人应用服务、 数
字软件等产业方向， 目前已集聚
300余家企业， 产业方向遍布数
字经济各领域。 入驻企业累计获
得国高新、 村高新、 专精特新、
金种子、 展翼企业等国、 市、 区
荣誉资质190家次， 企业总体估
值约150亿元， 新增融资额超30
亿元， 已形成良好的产业聚集效
应， 为区域数字经济提速和数字
化转型赋能助力。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尚颖

石景山区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石景山区文化馆文化志愿服务进基层行动启动回天地区产业综合体升级助力区域数字经济再提速

丰台税务“微蓝”服务队亮相戏曲文化周

“一半山水一半城”。 2018年10月，石景山区在北京中心城区中率先“创建国家森林城市”，4年来，该
区新建和改造大型城市公园25座，社区公园、口袋公园与小微绿地54处，新增和改造提升绿地总面积近
400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4.16平方米，全区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53.8%、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
盖率达到99.32%，位居全市第一。 11月3日，石景山区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近日， 通州区西集镇尹家河
村荣获北京市2022年第一批市级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 走进尹家
河村，村庄整洁美丽，垃圾分类规
范有序、运转及时，村民享受着垃
圾分类带来的洁净与便利。

据了解， 西集镇全力加快精
细化管理系统建设， 在车屯村进
行试点， 完善垃圾运输车智能化
计量称重设备， 下发计量标签并
张贴到垃圾桶上，完成“潞晓分”
实名注册。 保洁员上门回收垃圾
时为正确投放厨余垃圾的村民累
计积分， 并利用计量称重设备进
行称重， 对垃圾排放数据进行统
计，对垃圾分类效果进行监控，实
现垃圾分类由 “人防向技防”转
变，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同时，西集镇通过“桶前”值
守、 宣讲活动和入户宣传等多种
渠道持续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 普及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
和垃圾分类方法， 提高群众垃圾
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每月加
强执法检查，强化监督执法力度，
详细记录问题， 建立垃圾分类台
账，要求相关责任人及时整改。每
月召开垃圾分类点评会， 邀请垃
圾分类示范村就垃圾分类工作进
行经验交流， 促进垃圾分类工作
更上新台阶。

截至目前，西集镇共有8个市
级垃圾分类示范村。下一步，该镇
将继续在全镇推广智能化计量称
重设备和“潞晓分”小程序，为垃
圾分类注入“智慧力量”。

□本报记者 赵思远

西集镇为垃圾分类注入“智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