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西城区委社会工委区
民政局 、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在
“广艺＋” 广内市民文化中心联
合举办 “垃圾分类新时尚， 美丽
社区共分享” 暨西城区生活垃圾
分类社区 “晒高招” 宣传表彰活
动。

本次生活垃圾分类社区 “晒
高招” 活动自3月启动以来， 以
社区居民为主体， 充分激发居民
自觉垃圾分类意识， 通过 “比一
比 、 晒一晒 ” 的方式 ， 动员家
庭 、 居民自治组织 、 社区志愿
者、 社会单位， 共同打造共建、
共治、 共享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
格局， 同时也是推动家园共治的
一项创新举措。 经过专家评审和
网络投票， 层层筛选， 共评选出
垃圾分类 “达人” 家庭30个、 最

美分类员30人、 最佳分类小区物
业10家。

活动中， 垃圾分类 “达人”
家庭、 最美分类员、 最佳分类小
区物业代表进行经验分享， 共享
智慧成果。 代表们向大家讲述了
垃圾分类桶前值守中的心得体
会 ， 他们的故事中有困难和挑
战， 也有暖心和感动， 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来引领带动别人。 代表
们通过垃圾分类快板书的形式，
向现场观众分享生活垃圾分类小
高招， 朗朗上口的文字， 让人一
听就能记住， 充分体现了做好垃
圾分类的决心。

新修订的 《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 正式实施已3年有余。
3年来 ， 在各方的不懈努力下 ，
在西城区垃圾分类指挥部的领导

下， 西城区各街道积极开展垃圾
分类社区动员发动工作， 以垃圾
分类这件民生 “关键小事” 为抓
手， 深入推动落实 “四有” 要求
和 “四进” 机制， 强化党建引领
赋能基层治理， 全链条完善垃圾
分类治理环节， 提高社区治理能
力， 工作成效显著。 经过 3年的
实践 ， 西城区垃圾处理治理全
流程分类体系已经基本建立， 居
民的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已经形
成， 厨余垃圾的分出率、 生活垃
圾 回 收 利 用 率 也 得 到 了 极 大
的提升。

下一步， 西城区将以基层协
商促垃圾分类， 推进落实基层议
事协商标准化体系 ， 建立健全
区、 街道、 社区三级常态化联动
工作机制。

□本报记者 孙艳

新闻【特写】04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yw@126.com│本版编辑 周薇│美术编辑 王巍│校对 刘芳│２０23年 12月 19日·星期二

不断提升乡村供水质量

房山区阎村镇小董村位于房
山西部平原地带， 2023年之前，
村里近千户村民用水依靠两眼大
口井。 由于地处山前地区， 受地
质条件等因素制约， 小董村地下
水水位受气候影响较大， 逢旱季
或枯水期就会出现水源不足情
况。

“每年雨季到来前，吃水得靠
老天爷给面子”。小董村村支书任
义介绍，为保障村民用水，村里不
得不采取限时供水措施———早8

点至晚8点定时供水。随着村庄人
口不断增加， 加之村民长期存在
的粗放型用水习惯使然， 用水量
快速上升，供水短板愈发凸显。

小董村的供水问题成了市、
区水务部门的一块 “心病”。 随
着阎村镇城镇化进程加快， 市政
配套设施愈发完善，2023年，小董
村终于具备了接入公共管网的现
实条件。 水务部门联合属地迅速
行动，启动村内供水管线改造，全
面做好接入公共供水准备。

管线自远方来， 全天候引汩
汩清流入农家。 新接管线还装上
了智能水表 ， 水量水费一目了
然， 村民节水习惯随之养成。

“不断提升乡村供水质量，
是推动城乡水务基础设施均衡发
展、 以水为媒提高城乡一体化水
平的重要举措。” 市水务局供水
处负责人费晓轩介绍， 经过数十
年城市化进程， 首都城区供水面
貌快速改善， 但广大农村地区供
水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短板，水
压、水量等方面问题依旧存在。城
乡供水提升工程已连续多年被列

入市级重点任务， 其主要着力点
之一，就是紧盯乡村供水短板，以
“城带镇”“镇带村”方式，多措并
举解决乡村供水保障“老大难”问
题。 “十四五”以来，通过水源更新
置换、公共管网延伸覆盖、供水设
施标准化改造等措施， 市水务部
门累计对200个行政村或住宅小
区的供水设施进行提升改造，惠
及居民近50万人。

实现提高供水保障水平
与地下水源涵养多重效益

11月17日， 朝阳区金盏乡东
窑村杨军宝家几个硕大的储水桶
宣告 “下岗”， 与杨军宝同住在
东窑村的340户居民正式告别了
村级供水时代。

过去， 由于水压不稳、 水源
井时常故障， 不少村民家中都备
有笨重的水桶储水。 “用水高峰
期要想把稍大点的脸盆接满， 可
费劲了。” 杨军宝说， 为了自家
有水可用， 他还专门装了一个加
压水泵， 即使这样， 高峰期水流

依旧淅淅沥沥。
今年8月， 市自来水集团配

合区水务局进场为东窑村实施公
共管网水源置换。 “换完水， 家
里的泵压根用不着了， 龙头只开
到一半 ， 水就冲得很 。” 如今 ，
打开水龙头就能享受哗哗流水，
杨军宝心里别提有多舒坦。

村庄水源井关停后， 过去用
于取水的电动抽水泵也随之停
用， 仅此一项村里每年就可节省
电费300万元。 据朝阳区水务局
供水科负责人李倩介绍， 接入公
共管网后， 该区域每年可压采地
下水超过175万立方米， 实现了
提高供水保障水平与地下水源涵
养多重效益。

通州区台湖镇4-1街区原先
由乡镇集中供水厂供水。 由于该
街区新建小区较多， 随着入住率
提高， 人口快速增加， 近年来供
水紧张情况凸显。 今年6月，水务
部门将4-1街区的地下水源全部
置换为地表水源， 由亦庄供水厂
提供供水服务，自此1.5万户居民
喝上了更加优质的公共供水。

保障老百姓从 “有水
喝” 到 “喝好水”

费晓轩说，“在保障市民有水
可用的同时， 更要让其享受到从
‘源头’到‘龙头’的优质服务。 ”对
此，瞄准城乡结合部、人口快速增
长的街区、老旧小区等“硬骨头”，
水务部门力推“补短板”与“促提
升”齐头并进，一方面夯实基础用
水保障， 另一方面以水源置换等
工作为契机， 逐步推进供水管线
监测更新，为管线“体检治病”。同
时， 搭乘老旧小区改造的 “顺风
车”，有计划推进住宅小区内部庭
院管线改造，打通高品质供水“最
后一公里”， 全面提升供水水质。
2021年至今， 中心城区供水管网
更新改造超过600公里。

从保障老百姓 “有水可用”，
到“用优质水、称心水”，市水务部
门将继续以城乡供水公共服务均
等化为目标， 不断满足市民对高
品质饮用水的需求， 把供水工程
打造成经得起检验的民心工程。

□本报记者 陈曦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星月

30个城乡供水提升工程顺利收官

14万居民喝上了“优质水”

今冬首场大雪后，京城迎来
寒潮天气 ，快递 、外卖 “小哥 ”仍
坚守在岗位上 ，迎风披雪 、不畏
严寒 ，将每一件包裹 、每一份美
食安全高效送达。 连日来，昌平
区委 “两新 ”工委组织各镇 （街 ）
依托各级党群服务中心、暖心驿
站实施 “暖新 ”行动 ，让昌平的
“小哥”们收获寒冬里的温暖。

窗外寒风呼啸 ， 屋内暖意
融融 ， 近日 ， 在天通苑北街道
华联家圆驿站内， 不少 “小哥”
正在这里吃饭 、 聊天 、 歇脚 ，
享受难得的空闲。 驿站外，结束
休息的 “小哥 ”正在给车辆换电
瓶，准备继续奔赴千家万户。 “趁
着空闲的时间，正好来这里避避
风、取取暖，还能给车充个电。 ”
一位外卖 “小哥 ”说 ，“每天都在
四处奔波 ，天冷了 ，有这么一个
驿站供我们休息吃饭，真是像回
到了家一样。 ”

记者在现场看到 ， 华联家
圆驿站内设施齐全， 既有碘酒、
创可贴 、 纱布等医用品 ， 又有
一次性纸杯 、 纸巾等功能性物
品 ， 还有打气筒 、 饮水机 、 多
功能电源插座等公共设施 ， 可
满足 “小哥 ” 的多方面需求 。
此外， 驿站还提供24小时充电服
务， 可同时为16辆电动车充电。
“家圆驿站就是 ‘小哥 ’ 之家 ，

最近气温骤降 ， 我们在每个驿
站都准备了热水和热茶 ， 好让
‘小哥 ’ 们暖暖身子再出发 。 ”
天通苑北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 ， 包括天通苑北街
道华联家圆驿站在内 ， 自进入
冬季以来 ， 昌平区委 “两新 ”
工委依托全区409个暖心驿站 、
暖心角持续开展 “倒一杯热水、
暖一暖手脚 、 歇一歇再走 ” 的
“三个一” 行动， 实现暖心护航
“零距离”。

为切实解决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群体用餐难 、 用餐贵等问
题 ， 天通苑南街道充分整合辖
区商户资源 ， 围绕 “小哥 ” 就
餐相对集中的区域 ， 与北方明
珠一层 “食美味 ” 美食广场的
经营者进行多次沟通协商 ， 为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提供专
属用餐优惠 。 “再也不用为吃
饭发愁了 ， 只需出示工作证 ，
就能在这儿吃上价格优惠的热
乎饭 ， 工作更安心 、 更有动力
了。” 一位京东 “小哥” 说。

回龙观街道则商洽辖区内50
余家餐饮 、 美容美发等合作商
户， 为“小哥”提供专属套餐、免
费续餐 、满减 、大幅度折扣等形
式多样的优惠服务，持续增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获得感、
幸福感。

“7号学生宿舍楼室外暖气
管出现漏水现象， 情况紧急， 马
上上报。” 北京本轮强降雪过后
迎来寒潮天气， 近日， 北京农学
院后勤基建处动力服务保障中心
职工在巡检过程中发现7号宿舍
楼外暖气管漏水， 后勤基建处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 校领导与相关
部门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
挥抢修工作。

“正值寒潮来袭， 暖气管漏
水会直接影响7号宿舍楼B座供
暖， 要用最快速度修好， 一定不
能让学生受冻。” 险情就是命令，
后勤基建处干部职工全力应对，
争分夺秒排查原因， 及时进行修
复。

动力服务保障中心迅速调度
挖土机开挖检修。 后勤师傅们发

现有一根主进水管漏水， 不顾室
外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冷， 立即
开始紧张的抢修工作。 “早修好
1分钟， 宿舍里就早暖和1分钟，
我们冷点没关系。” 师傅们的双
手在寒风中冻得通红， 心里却记
挂着学生的冷暖。 经过近两个小
时的维修， 进水管终于修好。

“不好 ， 又有一处漏水 。”
刚松了一口气的师傅们突然发现
墙根处还有漏水点， 而且这个漏
水管道挨着墙体， 无法直接进行
焊接。 “改变原有维修思路， 从
一楼值班室的主暖气管道接一根
新的管道到室外暖气管。” 大家
商量后重新投入施工， 由于坡口
焊接的难度很大， 师傅们又经过
3个多小时的安装和焊接， 终于
在下午4点多完成维修， 恢复正

常供水。
“修完管道， 我才感觉到双

手冻得生疼 ， 脚麻了 ， 眼也花
了， 但这一切都值得。 全心全力
做好服务保障， 让同学们在严寒
天气里不挨冻 ， 是我们应该做
的。” 参与管道检修的师傅说。

看到师傅们不顾严寒露天忙
碌的场景， 7号宿舍楼的学生们
纷纷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这么
大的风， 这么冷的天， 为了我们
的温暖， 他们在严寒中冻了好几
个小时， 太感动了。” “有你们
坚守， 是我们的福气。”

北京农学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 该院将全力做好强降雪和极
寒天气下各项应对和应急保障工
作， 保障师生安全和校园平稳有
序 ， 确保师生平安温暖过冬 。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张丽萍

昌平区冬日送温暖“暖新”更暖心西城区生活垃圾分类社区“晒高招”

近日 ， 北京市 2023年
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城
乡供水提升工程目标任务
完成， 通过水源更新置换、
公共管网延伸覆盖 、 供水
设施标准化改造等措施 ，
30个城乡供水巩固提升工
程顺利收官 ， 惠及人口约
14万。

后勤职工奋战8小时打通“温暖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