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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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记者从2024朝阳区两
会获悉， 朝阳区积极打造森林环
抱、 公园相伴、 蓝绿联通的 “花
园城市” 示范区。 2023年完成造
林绿化栽植面积约3079亩， 温榆
河公园朝阳段二期项目已开工；
东坝公园、 京城森林公园等10处
公园开展功能提升， 2024年还将
再提升改造6处公园。 朝阳区正
逐步实现北部、 东部、 南部绿道
连通成网， 成为北京市无界公园
建设先行示范区， “一路一花一
叶” 独特街景逐步显现。

温榆河公园二期进场施工
朝平公园2024年开放

朝阳区的公园 、 绿地更多
了 ， 市民朋友不仅可以推门见
绿 ， 更能漫步公园享受满眼青
翠。 2023年， 朝阳区完成造林绿
化栽植面积约3079亩。 其中， 管
庄兴会公园、 十八里店朝南森林
公园 （二期） 对公众开放； 备受
市民关注的温榆河公园朝阳段二
期项目于4月进场施工。 平房乡
朝平公园也已进场施工， 2024年
将向市民开放。

2024年， 朝阳区还将谋划十

八里店乡凤冠公园、 东郊森林公
园等项目； 结合城市更新， 聚焦
电子城北区、 东坝北西区、 金盏
中区等重点片区， 协同相关部门
重点打造国际人才公园、 坝河颐
堤港城市滨水核心区等花园式场
景示范项目。

除了给公园 “增绿”， 朝阳
区各公园绿地的 “微改造” 正在
进行， 这将为市民打造更多全龄
友好型公园。 朝阳区园林绿化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3年已实施
完成大屯文化广场、 五瑞园等3
处全龄友好型公园改造， 总面积
7.41公顷， 进一步满足了周边不
同年龄居民的休闲健身活动需
求。

“2024年， 朝阳区计划再提
升改造6处公园， 进一步完善各
类基础设施 ， 强化生态服务功
能， 提升游客体验感， 让公园成
为市民赏花观叶、 休闲放松、 体
育健身的好去处。” 朝阳区园林
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串联朝阳东部39公里绿道
“十一” 前开放骑行

在朝阳区， 一条条城市绿道

如同丝线将社区 、 市政慢行系
统、 水系、 商圈、 体育场馆、 文
创场所等串联起来， 城市慢行系
统日益完善， 绿道带动起城市活
力的提升。

2023年， 朝阳绿道 （二期 ）
工程 （望京环至朝阳站段） 25.5
公里全线贯通 ， 市民骑行 、 漫
步、 健身更舒适。 按照全市绿道
体系中两道公园环的整体规划，
朝阳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绿隔地
区公园环绿道 （朝阳段一期） 项
目建设， 串联朝阳东部5个乡7个
绿隔公园 ， 建设总长度约39公
里。 目前， 崔各庄乡、 东风乡、
东坝乡、 将台乡绿道道路主体已
完工， 平房乡部分绿道道路主体
已完工， 2024年 “十一” 前将面
向市民开放骑行。

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2024年将推进绿隔地区
公园环绿道 （朝阳段二期 ） 项
目， 在姚家园路以南的公园绿地
与一期实现连通 ， 同时 向 东 部
继续延展 ， 在原有规划长度12
公里、 连通姚家园路以南区域3
个现有公园和1个在施公园的基
础上， 继续向东部常营、 金盏地
区拓展延伸， 将常营半马绿道、

金盏森林公园等纳入东部绿道
体系进行接驳联通 ， 推动朝阳
东部一绿 、 二绿地区的融合发
展。

“一路一花一叶”
独特街景逐步显现

朝阳区是北京市无界公园建
设先行示范区， 截至目前， 朝阳
区开放公园总面积达 2100余公
顷， 开放公园总数达68处， 游客
可以与绿地更加亲密接触。

朝阳区的林荫道也正悄然发
生着变化， 2023年， 朝阳区在电
子城北扩区、 东坝北西区等5个
重点片区 ， 广善路 、 御马苑街
（阜阳西街-兴坝东路 ） 等15条
新建的城市次干路和支路上栽植
观花观叶行道树， 打造特色植物
林荫路， 形成 “一路一花一叶”
的独特街景。 同时， 强化公园主
题特色， 率先在四得公园、 日坛
公园等9个局属城市公园开展特
色建园工作 ， 围绕特色开花植
物、 特色园林景观、 特色文化活
动等主题实施改造提升 ， 形成
“一园一花一品” 特色风貌。

2024年， 朝阳区将持续推进

公园 “一园一花一品 ” 及道路
“一路一叶一花” 建设。 计划实
施三环、 四环沿线共计35处点位
桥体垂直绿化， 建设各具特色的
10处街区城市画廊， 建设日坛中
学等3处屋顶花园， 推进日坛公
园、 西坝河绿地两处全龄友好公
园建设， 进一步加大全区绿隔地
区公园功能提升建设。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 将 结
合每个公园各自的文化特点 、
特色的文化节日活动、 植物特色
等要素， 充分考虑公园所在地区
的历史背景、 民俗风情、 文化传
统等特点 ， 结合不同季节的特
点， 推出春季踏青、 夏季亲水纳
凉、 秋季观叶、 冬季赏雪等特色
活动。

不仅如此 ， 2024年 ， 朝 阳
区 将 在 “ 一 园 一 花 一 品 ” 打
造的公园场景基础上， 以提升公
园服务品质为方向 ， 策划开展
2024年 “朝阳花园节 ” 主题活
动， 带动公园周边区域营商环境
的提升。

□本报记者 王路曼

近日 ， 密云区西田各庄
镇 “法润民心 ” 普法驿站揭
牌 。 这 是 密 云 区 人 民 法 院
（以下简称 “密云法院 ”） 在
辖区建立的第20个普法驿站。
截至目前 ， 密云法院已在全
区3个街道（地区）和17个镇设
立普法驿站，实现辖区镇街普
法驿站覆盖率100%。 结合驿站
建设， 累计开展法律讲座、普
法大集、法院开放日等活动58
场，受众达1万余人。

2023年以来， 密云法院围
绕服务乡村振兴 、 青少年权
益保护 、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等主题， 集中在辖区街道、
乡村 、学校 、景区等设立普法
驿站。 伴随普法驿站的依次建
立，内容丰富的“普法第一课”
也在密云全区纷纷开讲。

听说村里要建普法驿站，
冯家峪镇西口外村的养蜂户
们纷纷赶来， 共同见证 “蜂”
收亭普法驿站挂牌成立 。 村
里 有 名 的 红 蜂 巢 服 务 队 和
密 云 法 院 的 干 警 们 共 同 成
立 了 “法治护航人 ” 志愿者
团队 。 当天的普法活动结束
后 ， 单青林法官对养蜂户们
说 ： “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涉
环保 、 安全等方面的养蜂法
治理念宣传 ， 希望大家下次
还来参加。”

“长城水镇 ” 普法驿站
设置在美丽的古北水镇景区。
驿站中设有法律读书角 ， 陈
列 着 密 云 法 院 法 官 撰 写 的
《法官谈维权》 系列丛书、 院
刊 《云之声 》 以及发布的审
判白皮书 。 “足迹照片墙 ”

集中展示了密云法院干警在司
法为民工作中的生动实践，显
示屏上循环播放着品牌栏目
“小谁说法”普法短视频。 古北
水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有
了这个普法驿站， 游客来了就
有了学习法律知识的营养补给
站， 将来一定会成为我们水镇
里新的打卡点。”

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密云法院还联合专业心理工作
室， 设立 “密语童心” 普法驿
站， 立足未成年人保护， 从群
众需求端出发， 将司法保护和
心理关爱有机结合。 据介绍，
该驿站是全市首家为未成年群
体提供法治和心理双服务的普
法驿站， 也是密云法院继 “密
之语” 心理工作室之后的又一
有益探索， 真正走出了基层法
院能动司法的新路径。

此外， 密云法院围绕 “生
态保护、 绿色发展” 新要求，
建立 “清水河畔” 等保水保生
态主题普法驿站， 以法治守护
水清岸美， 助力和谐美丽乡村
建设； 围绕 “特色农业、 旅游
产业 ” 新业态 ， 建立 “黍 麦
之香 ” 等普法驿站 ， 着力化
解农业集群、 现代农业产业化
产生的新问题， 针对林果业交
通运输、 电商服务等方面开展
法律答疑， 积极探索 “法治+
旅游” 新路径。

下一步， 密云法院将继续
依托丰富的案例资源、 专业的
法官团队， 突出普法驿站 “覆
盖全” “功能强” “有特色”
等特点， 让普法驿站持续发挥
作用服务辖区百姓。

逐步实现北部、东部、南部绿道连通成网

提供119万人次人工解答和
15.9万次智能解答，服务时间13.2
万小时； 平均接通率和群众满意
度高达91.69%和99.53%……这一
连串数字，记录着北京市12348公
共法律服务热线平台工作人员的
默默付出。

由北京市司法局设立， 市法
律 援 助 中 心 负 责 运 行 管 理 的

12348热线，主要为群众提供免费
的法律咨询解答、公共法律服务指
引等服务。 该热线平台实行节假
日、周六日“不打烊”制度，全年无
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为群众提
供全时空人工和智能咨询服务。

妇女专项维权活动、 维护残
疾人合法权益专项维权活动、关
爱未成年人专项维权活动……

12348热线平台管理科由日常运
营管理岗、现场辅助管理岗、技术
运维管理岗组成。近年来，这个由
10名工作人员组成的管理团队多
措并举，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高
效、便捷、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
成为群众身边触手可及、专业贴心
的法律顾问。 不久前 ，该团队被
选树为“北京市青年文明号”。

□本报记者 盛丽

近日， 在6433次列车上， 靠
这趟车进城卖水果、 蔬菜致富的
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苇子峪村村
民陈淑华将绣有 “助人为乐·温
暖如春” 字样的锦旗交到了列车
长邹国利手中。 她激动地对记者
说： “这趟车就是我们的 ‘农民
专列’。 它就是我们的 ‘摇钱树’
‘聚宝盆’！”

6433次列车票价最低 1元 ，
最高6.5元 ， 30多年不变 。 它全
程运行101公里， 连通承德市5个
县区102个村。 36年来， 它穿行
于莽莽群山中， 将农民携带的10
余万吨、 相当于18000个集装箱
的果蔬运出大山， 为农民创收近
8亿元。 如今， 沿线已形成100多
公里的果蔬产业带。

承德地处燕山腹地， 很多村
都种植果树， 因交通不便， 果品
运输一直是个大难题。 1960年 ，
京承铁路开通， 但列车夜间到达
承德站， 乡亲们只能在候车室等

待天亮。 1987年， 中国铁路北京
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德车务段 （以
下简称承德车务段） 申请开通了
6433次列车。 经15次调整， 列车
运行时间最终定为每天7点15分
从兴隆站发车， 17点44分由承德
站返回， 实现了村民方便卖货的
愿望。

村民上车， 又是筐又是篓还
有小推车， 一些人觉得“严重影
响车容 ” 。 时任承德车务段段
长马凡海说： “大筐的背后是农
产品销售难问题。 这一筐筐装的
都是老百姓的希望， 人民铁路为
人民， 我们不能将其拒之车下。”
承德车务段研究决定 ： 允许上
车， 妥善安置。

“民有所呼 ， 我有所应 ”。
36年来， 乘务人员换了一茬又一
茬， 但他们细致入微的服务始终
没变。 村民感觉 “新杖子站停车
两分钟时间太紧”， 他们将停车
时长延至7分钟； 老乡搬着筐篓

上下车不方便， 他们主动帮忙；
大筐不好放， 他们拆座设筐架；
村民挎筐过闸机费劲， 他们开通
可推车的绿色通道 ； 村民 想 了
解市场行情 ， 他们创建微信服
务群……记者看到， 列车服务台
还备有免费使用的包装绳、 充电
宝、雨衣等物品。 “‘利民之事，丝
发必兴’，只要老乡需要，再小的
事我们也要做好。 ”邹国利说。

“坐这趟车， 我们享受的就
是贵宾式服务啊。 ”有31年“乘龄”
的农民孙秀荣告诉记者， 正是靠
着这趟“农民专列”，她家不仅翻
盖了老屋，还在城里买了楼房。

何止孙秀荣一家。 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因为政府的扶持和
这趟 “农民专列” 的鼎力相助 ，
现在， 沿线近百个村都走上了果
蔬产业发展之路， 果蔬种植面积
达23万余亩。 仅承德县新杖子镇
就种植果树3.5万亩 ， 与36年前
相比， 面积扩大了近70倍。

□本报记者 彭程 通讯员 周易 李金宏 李海涛

密云法院实现辖区镇街“普法驿站”全覆盖

朝阳区打造“花园城市”示范区

“农民专列”铺就乡村百姓致富路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12348热线全年无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关注区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