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旁观者”变“主人翁”

□本报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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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非机动车道； 以 “考古
式” 研究的方式挖掘城市记忆，
呈现城市与建筑的底色； 增补小
微绿地、 林荫公园， 形成绿色城
市公共空间； 设置铜制立体沙盘
模型， 模拟重现昔日四座牌楼矗
立的街道场景……作为西单至积
水潭桥街区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中
最先启动的部分： 灵境胡同———
西四路口段近日全要素焕新亮
相， 一条夏有林荫可纳凉、 冬有
历史可发掘， 骑行通畅、 悠悠古
韵与现代时尚融合的大街展现在
市民面前。

顺通行 理秩序
构建高效交通体系

据了解， 西单至积水潭桥一
线是老城空间格局 “四横两纵”
中的重要纵线之一， 是首都功能
核心区空间结构的重要要素和内
环路核心骨架。 去年8月， 先期
启动了灵境胡同———西四路口段
的环境整治提升。 经过4个月的
整治， 该路段道路优化管控、 景
观空间优化、 立面风貌提升、 市

政设施改造、 业态提质升级等全
部完成， 焕发新颜。

记者在西单北大街看到， 原
来的机动车三车道调整为双向四
车道 ， 右转车道被单独设立出
来， 车辆的通行变得顺畅起来；
在西四北大街 ， 通过调整机动
车、 非机动车分隔带， 使得非机
动车道宽度大于2.5米 ， 同时增
设了岛式公交站台， 使得非机动
车道骑行连贯。

“这条街是生活区， 所以我
们在进行整治提升时 ， 最重 要
的 理 念 就 是 想 方 设 法 让 这 条
大街变得有序， 改善居民生活。”
北京西单街区保护更新工作专班
相关负责人刘维岩指出 ， “有
序 ” 首先就体现在交通方面 ，
“我们根据人车通行的精确化数
据分析 ， 采取了优化道路横断
面、 拓展健步悦骑空间的方式来
理顺交通体系。”

同时，“有序” 还体现在对城
市空间的净化上。 推进地铁四号
线轨道站点西四、 灵境胡同站一
体化设计，营造人车有序、步行舒
适、景观优美的地铁门户节点。

改造体现 “绣花功夫”
讲好西四牌楼故事

对于在改造中如何把握历史
文化街区的风貌保护的尺度， 负
责该项目的总设计师、 中国建筑
设计研究院柴培根表示， 在设计
之初， 就确定了在老城更新里下
手要轻、 要体现 “绣花功夫” 的
宗旨， “我们不想把它恢复成某
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静态面貌，
而是要通过更新把经过600多年
沉淀而来的大街的状态呈现出
来。” 柴培根说： “我们首先将
上世纪60年代的街影照片和现状
进行了比对， 以 ‘考古式’ 研究
的方式挖掘城市记忆， 力图恢复
其 ‘原汁原味’。”

在本次建筑风貌更新中， 选
择了与历史文化街区内的违法建
设治理结合进行。 截至目前， 已
完成108个点位外立面整治提升，
积极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保
护和有机更新， 与城市区域功能
和风貌相适应， 与街区历史文化
和人文特色相融合。

刘维岩介绍 ， 在此次更新
中， 还对传统文化要素进行了深
入挖掘并加以恢复、 活化利用 。
“像我们对有着历史印迹的新兴
贸易客栈、 大明眼镜店、 缸瓦市
菜蔬商店， 重点点位灵境胡同、
西四牌楼的历史信息均用中英文
双语进行立牌展示， 让居民、 游
客感知城市发展 、 感 受 文 化 氛
围 。 ” 为了讲好西四牌楼的故
事 ， 还 在 西 四 路 口 东 北 角 设
置铜制立体沙盘模型， 模拟昔日
四座牌楼矗立的街道场景， 吸引
公众探寻历史， 增强历史文化展
示， 塑造区域文化地标与景观核
心。

构建城市绿色廊道
凸显蓝绿交织城市空间特色

据介绍， 按照规划， 西单线
性街区将在沿线均布10处大规模
城市绿地， 以林荫街巷勾勒强化
老城轴线， 加强绿化景观精细化
建设， 构成西城特色的链状城市
绿色廊道系统。 全线已补种行道
树6棵， 增加线性绿化面积近500

平方米， 增加小微绿地230平方
米。 串联起老城不同区域的绿廊
公园系统， 为老城生活提供高品
质的服务保障， 凸显蓝绿交织的
西城城市空间特色。

其中， 灵境胡同———西四路
口段的 “西四地质科普公园 ”
“灵境翠园” 两处城市公园的建
设实施， 结合了周边社区群众需
求， 优先满足为老、 为幼服务，
设置儿童活动设施及老年人活动
场地， 构建全龄友好的开放型城
市公园， 为市民提供集休憩、 停
留、 散步、 健身于一体的高质量
城市公共生活场所。

刘维岩表示， 此次整治充分
征求周边居民商户意见， 问计于
民、 问需于民， 逐门逐户开展调
查 ， 建立了房屋信息和商铺档
案。 在统一街区规划设计方案的
基础上， 充分征求商户意见， 形
成了 “一户一策” 整治、 修缮方
案。

据悉， 此次改造是西城区全
面落实北京城市新总规和核心区
控规要求、 探索老城城市更新的
又一重要举措。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任颖

日前， “2023年全国城乡社
区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征集活
动 ” 结果发布 ， 延庆区儒 林 街
道 榜 上 有 名 。 据 了 解 ， 儒 林
街道把楼栋、 单元作为基层治理
“最小单位”， 探索实施 “楼门管
家 ” 参与社区治理民心凝聚项
目。

冬天的早晨， 寒意深深。 家
住儒林街道温泉南区西里社区的
“楼门管家” 刘景旭每天都习惯
在单元门走一圈， 随手扫一扫地
上散落的纸屑， 看一看公共设施
有没有破损脏污， 和邻居们聊一
聊社区里的大事小情， 把搜集到
的居民意见建议反馈给社区居委
会和物业公司， 大家一起商量解
决方案。

像刘景旭这样的 “楼门管
家”， 温泉南区西里社区共有56
名， 他们都是通过层层筛选脱颖
而出的工作能力强、 群众威信高
的社区 “名人” “能人”。 “从
志愿者升级成为 ‘楼门管家 ’，
我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能够帮街坊四邻解决难题， 我觉

得特别有成就感。” 刘景旭坦言。
依托 “楼门管家” 队伍， 近

年来， 温泉南区西里社区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 建立了楼门院议事
机制， 每周五召开 “管家说事”
例会， 通过议主题、 议内容、 议
管理了解居民意愿， 做到问需于
民、 居民参与， 从而实现了 “大
家的事大家说了算， 大家的事大
家商量着办”， 将问题和矛盾化
解在楼门院。

为顺利开展服务工作， 儒林
街道 “楼门管家” 服务项目建立
了选聘机制、 荣退机制、 保障机
制、 关怀慰问机制以及表彰奖励
机制， 对优秀的楼门管家进行半
月、 月、 季度或年终表彰奖励；
楼门住户投票、 自荐、 推荐， 推
举出积极参与楼门文化建设、 构
建和谐邻里的优秀住户； 对活跃
度高、 凝聚力强的楼门集体采取
定期评比 ， 给予一定的物质奖
励。 这些举措使得居民参与社区
治理的积极性进一步被激发， 推
动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由 “旁观
者” 变 “主人翁”。

以“考古式”研究方式挖掘城市记忆

走进位于密云区西田各庄
镇新王庄村一家名为 “果壳里
的世界 ” 的种养循环示范园 ，
近200亩的占地范围内，种植着
各类果树、蔬菜、杂粮。 散养的
鸡鸭鹅兔与松鼠、雉鸡、野兔等
多种野生动物和谐相处。 这家
“自然农法 ” 和现代科技相结
合， 集农耕、 教育、 科普、 休
闲于一体的绿色农场是密云区
首批科普基地之一。 近日， 记
者从密云区科委获悉， 经首批
评选， 该区现有11家单位被命
名为密云区科普基地。

农场工作人员介绍， “果
壳里的世界 ” 通过 “沉浸式 ”
教学， 普及二十四节气指导下
的传统农耕文化， 在这里可以

学习体验农林畜废弃物循环再
利用模式下的现代生态农业 ，
在推动农耕文化和现代科学技
术传播的同时， 引导市民群众
提高对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的认知。

据了解， 密云区科委高度
重视科普基地建设工作， 2023
年度开展了密云区首批科普基
地认定工作。 经公开征集、 形
式审查、 专家评审等环节， 密
云气象科普展厅等11家科普场
所被命名为密云区科普基地 。
其中， 邑仕庄园葡萄与葡萄酒
科普馆致力于以高科技方式展
示葡萄的种植传播历史 、 品
种、 密云葡萄的种植概况以及
葡萄酒的发展历史和酒文化知

识。 游客在这里可以通过VR技
术， 系统全面地了解葡萄与葡
萄酒的奥秘； 蓝山安全科普教
育馆内设消防安全馆、 居家安
全馆、 城市安全馆等六大主题
场馆， 通过实景模拟体验、 实
验平台、 实操工具、 机器人展
示、 科普知识竞答等方式， 开
展 “科普安全、 生命至上” 主
题活动 ， 目前已接待3万余人
次。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密云区科委将进一步加大对科
普基地的支持力度， 指导促进
全区科普资源开放共享， 进一
步提升全区科普服务水平和全
民科学素质， 营造学科学、 用
科学、 爱科学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王路曼

西单北大街新年焕新亮相

延庆儒林街道居民把社区事当“自家事”

日前， 由北京建工三建公
司承建的东航空港总部保障基
地 项 目 实 现 主 体 结 构 封 顶 。
该项目是东航航线网络向西辐
射和拓展的重要服务保障基地
和完善 “丝绸之路” 空中走廊
的重点工程。 目前， 已陆续进
入到二次结构和装饰装修阶
段。

东航空港总部基地保障项
目位于西安市空港新城 ， 由8
栋单体建筑组成， 主要包含总
部办公楼、 航空产业联合办公
楼 、 出勤公寓 、 职工保障中
心、 商业服务设施等， 总建筑
面积超21万平方米。

“昨天打的桩， 今天开始
向上冒水了。” “才16米深， 这
样下去工程质量、 安全、 工期

都无法保证。” 回想起桩基施工
时的情形， 时隔一年多， 项目
负责人冯开玉依然记忆犹新。

根据现场技术人员研究 ，
施工区域为湿陷性黄土。 “这
种土质非常特殊， 一旦向下压
预制方桩， 整个地基遭受挤压，
土壤中的水就会被排挤上来 ，
严重的情况下会出现大面积塌
陷。”

为弥补在相关施工方面的
经验欠缺， 保证桩基施工安全，
项目团队先后找寻多位专家前
往现场 “会诊”。 在专家的指导
下， 项目团队重新排布施工顺
序， 确保桩基施工时不会造成
孔隙水压力升高。

“3号楼地上阶段单层需要
钢柱37根、 钢梁180根， 倒运吊

次累计18次， 3号、 4号塔吊负
责。” “单根钢柱平均卸车时间
25分钟， 平均安装时间35分钟；
单根钢梁平均卸车时间15分钟，
平均安装时间20分钟” ……在
冯开玉办公室墙面悬挂的施工
图上， 密密麻麻地标注着8个建
筑单体施工部署规划。

项目8栋单体地上结构为钢
结构施工， 总用钢量达到了1.7
万吨， 各类构件更是数以万计。
为了保障各项节点任务能按期
完成， 项目团队从每日施工策
划着手 ， 及时跟进图纸深化 ，
确保物料进场、 塔吊运输和现
场施工需求紧密结合， 做到物
料进场即吊即用， 保障了现场8
栋建筑的各项施工快速而有序
地进行。

□本报记者 边磊

东航空港总部保障基地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密云区命名首批11家区级科普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