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生产和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在行动

为弘扬传统文化 ， 凝聚辖
区居民和单位推动 “微景家园”
建设 ， 近日 ， 东城区景山街道
在美后肆时市民文化中心举办
“举手之劳 美美与共 ” 微景寻
访项目启动仪式。

景山街道副主任王慧介绍，
“举手之劳、 美美与共” 微景寻
访项目主要包括采用三种寻访
方式、 建立三级 “点赞榜”、 完
善三项激励机制等方面 ， 通过
这一项目搭建辖区居民 、 单位
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参与 、

展示平台 ， 突出 “身边人 、 普
通事、 真感情、 正能量”。

在美后肆时活动主会场 ，
相关部门负责人与快递小哥代
表 、 居民代表 、 辖区单位代表
通过共同播种向上向善 “文明
花种” 的形式， 正式启动项目，
全面开启 “微景家园 ” 建设 ，
深入挖掘 “举手之劳 ” 行为背
后的故事 ， 形成示范效应 ， 探
索人人参与 、 协同共治的社会
治理新路径。

景 山 街 道 办 事 处 相 关 负

责人介绍，“举手之劳”是一种人
人可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方式。 下一步，景山街道将
通 过 寻 访 最 美 “微 景 ” 即 发
现身边行为美、 语言美 、 心灵
美的人 ，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 激发群众的主人翁
精神 ， 促进 “举手之劳 ” 行为
在 景 山 地 区 不 断 涌 现 ， 推 动
“微景家园” 建设， 持续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营造人人有责 、 人人尽责 、 人
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氛围。

东城区景山街道微景寻访项目启动
□本报记者 边磊

寻访身边的 “举手之劳”

从“以GDP论英雄”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摄

目前， 本市全面开展燃气
安全领域问题隐患集中排查整
治。北京各区消防部门联合相关
职能部门成立专项检查组，对涉
及燃气使用与管理的餐饮、商市
场、液化气站等场所进行检查。

其中， 朝阳区消防救援支
队成立5个检查组 ， 针对商市
场、 宾馆饭店、 旅游景区、 交
通枢纽、 公共娱乐、 高层建筑、
施工现场等场所开展全面排查，
重点检查违规使用瓶装液化石
油气、 餐饮气瓶间设置不规范、
油烟道不及时清理、 店面违规
施工动火作业、 电气线路敷设
不规范、 应急值守不到位等隐
患问题， 共发现并督促整改隐
患571处， 及时采取行政处罚和
强制措施。

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成立
专项检查组， 深入辖区梨园镇、
潞源街道、新华街道等地的12家
餐饮场所开展安全检查。检查组
重点针对各餐饮场所是否按照
规范要求配置灭火器及配套消
防设施且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和
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灶台及

排烟机是否定期清理，燃气软管
是否存在腐蚀、老化、泄漏现象，
灭火疏散应急预案是否建立健
全等情况进行了检查。

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
区应急管理局 、 城管委和属地
街镇组成22个检查小组 ， 对全
区餐饮经营场所 、 尤其是沿街
使用燃气设备的饭店餐馆进行
逐一排查 。 针对检查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 ， 各检查组逐一向各
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进行反馈，
要求对隐患立即进行整改 ， 全
力做到防患于未 “燃”。

此外 ， 东城区消防救援支
队对液化气站 ， 石景山区消防
救援支队对新开业的大悦城商
业综合体 ， 平谷区消防救援支
队对大型餐饮企业 ， 怀柔区消
防救援支队对夜市 、 大排档 、
民宿等场所 ， 重点站区消防部
门对各大火车站分别进行了专
项排查 ， 要求各场所负责人要
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 定期组织
职工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 加强
日常管理并安排专人负责消防
安全隐患整改。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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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组装完毕！” 随着
一声洪亮的报告 ， 北京燃气集
团第一分公司运维工程所职工
孙文丰取下眼罩 。 从一个完整
的燃气调压器切断阀盲拆成38
个零部件 ， 再到盲装完成 ， 整
个过程如行云流水 ， 干脆利落
……此刻 ， 一分公司运维工程
所 “技能大师工作室 ” 里 ， 屏
住呼吸的青年职工们终于长出
一口气， 瞬间竖起大拇指 ， 并
报以热烈的掌声 。 这精彩的一
幕既不是训练 ， 也不是比赛 ，
这是 “北燃大工匠 ” 孙文丰讲
党课过程中的一个演示环节。

孙文丰是北京燃气集团8位
“北燃大工匠” 之一。 年初， 运
维工程所党支部全面部署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希望孙
文丰等 “北燃大工匠 ” 在锤炼
自身党性 、 增强本领的同时 ，

完成好青工培养 、 导师带徒 、
党课教育三项政治任务 。 作为
退役军人 ， 孙文丰始终保持着
军人本色 。 他表示 ， 通过学习
党的二十大精神 ， 明白 “功以
才成 ， 业由才广 ” “一花独放
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一
定会完成好党支部交给的任务。

本次党课 ， 是一分公司机
关第二党支部与运维工程所党
支部以共建的形式开展 ， 主要
由孙文丰利用 “技能大师工作
室 ” 教学设备 ， 结合自身工作
心得体会 ， 系统讲解燃气设施
设备及常用仪器仪表的工作原
理 、 燃气管网运行检测的方式
方法 、 燃气泄漏检测技巧 ， 是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向生
产经营中心的延伸。

大师 、 劳模 、 技术尖兵讲
党课 ， 是运维工程所多年坚持

的固定 “科目”， 特点就是实在
具体 ， 能充分发挥劳模工匠典
型引路 、 示范带动作用 。 从设
备到仪器 、 检测到运行 、 技改
到抢修 ， 孙文丰如数家珍 、 讲
得精彩， 大家学得认真、听得入
神。 当孙文丰讲道，连续抢修作
业后才感到非常疲惫，“这时候，
只想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 ”，朴
实的话语令大家感动。

北京燃气集团第一分公司
党委委员 、 副总经理田志强表
示 ， 孙文丰用自身扎实的理论
基础 、 丰富的工作经验 、 过硬
的业务能力以及出色的工作业
绩 ， 给青年职工展示了 “北燃
大工匠 ” 的风采 。 他表示 ， 通
过本次党课 ， 青年职工应更多
地体味到学习钻研的重要性 ，
体味到学习的动力 、 能力和精
神， 找到今后工作的动力之源。

□本报记者 赵思远

北京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红利持续释放
生态环境问题曾经是北京

“大城市病” 的突出问题， 十年
来， 北京推出了一批务实管用的
改革措施， 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 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带来的 “生态红利 ” 持续释
放。 日前， 记者从北京市生态环
境局获悉， 十年来， 本市累计办
理251件损害赔偿案件， 索赔资
金超过3.11亿元， 让破坏生态环
境者付出沉重代价。

“生态红利” 带来 “北
京奇迹”

“环境就是民生， 良好的生
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
市委生态文明办秘书处处长张峰
介绍， 北京市瞄准问题， 破解难
题， 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构
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 ，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质增
效。

以治理大气污染为例， 北京
市把深化改革作为破解大气污染
防治难题的关键一招， 出台实施
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 排污
许可制、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等一

系列创新性改革方案， 其中大部
分都涉及大气污染防治。 特别是
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健全大气污
染防治体制机制推动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的意见》， 实施健全大气
污染防治体系、 落实排污者主体
责任、 完善公共政策、 提高环境
监管和执法能力、 严格督查考核
和问责等六大方面、 18项改革措
施。

敢于碰硬、 真抓实干、 锲而
不舍、 久久为功， 才有了细颗粒
物 （PM2.5） 从2013年的89.5微
克/立方米下降至2022年的30微
克/立方米、 十年降幅66.5%的成
绩， 创造了世界超大城市改善空
气质量的 “北京奇迹”。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破难
题促发展

张峰介绍， 北京市坚持把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作为破难题、 惠
民生、 促发展的重要抓手， 从为
什么改、 怎么改、 改什么等三个
维度推进落实。

2018年底， 北京组建了市委
书记任主任的市委生态文明建设

委员会， 强化本市生态文明建设
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为解决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中存在的
问题， 建立了 “纵向到底、 横向
到边” 的责任体系， 打督察考核
问责 “组合拳”， 落实生态环境
保护 “党政同责 、 一岗双责 ”，
坚持 “管发展、 管生产、 管行业
必须管生态环境保护”。 从 “以
GDP论英雄”到“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建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编制制度、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 （任中） 审计制度， 压
紧压实自然资源管理责任。

为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
位、 所有权边界模糊等问题， 全
市以土地、 森林、 水等资源为重
点， 实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改革， 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统一确
权登记 ， 摸清了自然资源 “家
底”。 2020年， 北京市出台 《关
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实施意见》， 传导新版城
市总体规划的刚性要求， 评估调
整三条控制线， 落实150万亩永
久基本农田 、 市域面积27.5%的
生态保护红线和14.1%的城镇开
发边界， 完整构建了北京市 “三

级三类四体系” 国土空间规划总
体框架， 推动形成集约高效的生
产空间、 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
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同时， 本市进一步建立健全
生态保护制度， 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为
解决管水治水、 植绿护绿、 保田
保粮的责任不太明确、 落实不完
全到位等问题， 在全国率先建立
了四级河湖长制、 林长制、 田长
制，发挥了治水、护林、管田作用。
为解决自然保护地多头管理、重
复交叉等问题，市委、市政府出台
了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
制订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
全市自然保护地达到79个， 较好
地保护了生态精华。

绿水青山让市民端起
“金饭碗”

为解决过去 “环境廉价” 的
认识误区问题， 更多地发挥经济
杠杆的调节作用 。 按照 “谁受
益 、 谁补偿” 原则， 2015年起 ，
本市探索实施水环境区域补偿，

从 “以邻为壑” 到上下游、 左右
岸同步治污， 随着全市水生态环
境质量不断改善， 补偿金从2015
年的9.7亿元大幅下降至2022年
的1114万元， 实现了国考断面优
良水体比例稳定在75%以上、 连
续三年无劣Ⅴ类水体， 经济政策
撬动作用显著。

张峰介绍 ， 2021年 ， 出台
《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综合性生态
保护补偿政策》， 支持生态涵养
区把守护绿水青山作为头等大
事。 2022年进一步深化生态保护
补偿改革， 实现了分类补偿与综
合补偿统筹、 纵向补偿与横向补
偿并重、 激励与约束协同。 按照
“损者担责” 原则， 建立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 并完善与检察
公益诉讼的衔接机制 ， 办理了
251件损害赔偿案件， 索赔资金
超过3.11亿元， 让破坏生态环境
者付出沉重代价。 按照 “生态有
价”原则，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 发布生态产品总值（GEP）
核算技术规范， 推动生态涵养区
试行GEP分区核算， 让守护绿水
青山的市民端上“金饭碗”、吃好
“生态饭”。

本市开展燃气领域隐患排查整治

“北燃大工匠”这样讲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