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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冉）在《您说我办》播出的节目

中，马家堡街道西里第一社区一次次被曝光出来的问

题深深地刺痛了社区党委书记牛丽。视频里大片的圈

地种菜、私搭乱建、堆物堆料等环境问题被“曝晒”出

来。拆!迫在眉睫。但困难超出想象。近30年的野蛮生长

导致这个 1992年建成、现有 4378户的老旧小区成了

老大难问题的集中地。均为“直管公房”的西里第一社

区长期无物业管理，违建问题时常反弹。如何破解无物

业管理下的老旧小区治理难题？马家堡街道从“啃最硬

的骨头”入手，以点带面，步步为营。

撬动居民20年的固执防线
长期处于物业失管状态的小区窘境被曝光，牛丽

说：“有种家丑被外扬的那种心酸与难过，这样的环境，

居民住着难受，我这心里更不好受。”这名调任不满两

年的社区书记，誓要为西里第一社区“做减法”。于是，

带着手机中存好的曝光视频，牛丽和街道城管办主任

马文升又一次敲响了居民杨阿姨家的大门。

在此之前，街道城管办、环境科与社区工作人员已

经前后十几次来到杨阿姨家中进行劝说引导，为的都

是同一件事。原来，这位快70岁的老人在32号楼旁建

了脱离楼体的违建，面积有近50平米。

一进门，马文升说：“杨阿姨，通过我们的排查，您

的违建占压了埋在地下的燃气管道，这可太危险了，必

须马上搬离。”看到杨阿姨还是迟疑和犹豫，牛丽给杨

阿姨看了视频中脏乱差的西里第一社区，然后说：“杨

阿姨，您看看这还是您刚搬来时候的小区吗？现在小区

里的违建这么多，您要是带个头，保准比我们劝说十次

都管用啊。”

杨阿姨久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这些年

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拆，今天就拆。”就这么短短一句

话，牛丽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接着杨阿姨又说：“我儿子天天劝我，我以前想不

通，觉着自己在这儿住久了已经习惯了，现在看来真是

不应该。”过去，杨阿姨身体一直不好，自己家住在西一

36号楼，但由于楼层高爬不动，就在 32号楼旁建起了

简易彩钢板房，这一住就是20年。就这样，一段曝光视

频撬动了杨阿姨固执的防线，这间违建终于迎来了拆

除的希望。

为民纾困是解题的金钥匙
过去，无论是街道还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劝说，

都被杨阿姨拒之门外。考虑到杨阿姨有自己的实际困

难，社区就从纾困入手，咨询民政相关政策，常年进行

走访慰问，一来二去得到了杨阿姨的信任。不仅如此，

杨阿姨的儿子在近两年疫情防控的关键期，经常报名

社区的卡口值守志愿者，一回家就常常给母亲讲社工

的辛苦与坚守，杨阿姨也慢慢为之动容。

为了照顾杨阿姨的身体状况，社区当天就在32号

楼内外张贴了拆除通知书，上面明确了一周后为正式

拆除的时间，请大家提前清理杂物、整理菜地。本来还

在观望的邻居看到杨阿姨放下了固执己见，于是纷纷

开始动手拆除自家的篱笆墙。一周的时间还没到，32号

楼旁已经空出了不少地方。社区还为杨阿姨腾出一部

分库房，暂存她的生活物品，等待她的家人将她安顿好

后，再陆续搬离。8月11日，到了正式拆除的日子，拆除

现场围了不少居民，仿佛像小区刚建成那样热闹。随着

承载 4吨的清运车拉走了满满 48车垃圾，这个近 500

多平方米的空地一下子腾空了，地下的燃气管道也不

再被占压。离开了又潮又暗的小屋，杨阿姨住上了带电

梯的楼房，32号楼的居民心里也变得敞亮且踏实了。一

位过去圈地种菜的居民对马家堡街道环境科科长张奇

说：“我们这老人就爱种点花啊菜啊的，可是这环境是

真没法儿住了。借着拆违这个契机，我们自己就给清理

了。环境好了，大家心里都舒服多了。”

这是一场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
整治“破旧”的阵痛，是“新生”的机遇。拆违拆出

了公平，拆出了安全，更拆出了信任。打响了违建成

功拆除的“第一枪”后，西里第一社区将后续的整治

快速提上日程，不仅要对小区整体环境进行大刀阔

斧的改变，还要结合明年开展的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对整治后的土地进行“留白增绿”，让老旧小区早日

旧貌换新颜。

无独有偶，在双晨社区，近 250 平方米的堆物堆

料、私搭乱建在一个周六的上午被快速清理完毕，这个

位于晨光小区南门内的“心头堵”被连根拔除。

原来是家住晨光园7号楼一层的曹阿姨喜欢收集

旧物，就私自将阳台外的空地全部用来堆放杂物，还停

放了一辆中型货车和一辆金杯车，连驾驶室内都塞得

满满当当。在数次劝说工作后，曹阿姨也和杨阿姨一

样，打开了思路，决定给自己换个居住的环境。在街道

和社区的通力配合下，曹阿姨囤积多年的旧物被收拾、

清理完毕，同时还清理了几处私搭乱建及圈地种菜的

问题。曹阿姨说：“因为囤的东西堆得太高，不瞒你们

说，我这两扇朝西的窗户很多年没有打开过了。现在屋

外干净了，屋内也通风了。占用了这么多年真的不好意

思，以后肯定不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满足于只做曝光后的必须整改，要将未曝光的

主动整改，马家堡街道开展了一场壮士断腕的自我革

命。西里第一社区成功拆违提升了大家的信心与士气，

马家堡街道在辖区内开展“自查自纠”的大整改，将存

在同样情况的社区“硬骨头”逐一啃下。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郑荣甫说：“拆除违建和环境整治是一场硬仗。只

有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决心，换位思考、为民解困的

工作作风，才能打赢这场硬仗。”

一档节目撬动居民20年的固执防线

一场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
最近，丰台有线的一档节目刚刚首播就牵动着

马家堡街道每个机关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的心。《您

说我办》，用四个字道出了节目的核心与目的，接地

气儿的拍摄方式，令人“红红脸、出出汗”的内容，彰

显的是区委、区政府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勇于自

曝“家丑”的决心。从曝光后必须整改，到曝光前主

动整改，这种工作态度的转变，是从拆除了一间违

建开始的。

本报讯（记者 曹言湖）清水环绕，绿荫掩映，鸟语花

香，位于丰台区南四环的槐房再生水厂，再也听不到机器

的轰鸣，闻不到污水的异味。再生水厂上建造的人工湿地

通过对自然群落结构的模拟，有效恢复了该地区“一亩泉”

的湿地景观，实现了水的再生利用及水生态修复。

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槐房再生水

厂是一座全球技术先进、功能齐全、绿色低耗、自然友

好的全地下再生水厂，是为了缓解北京西南地区的污

水压力，改善凉水河流域水质所建设。

槐房再生水厂相关再生水车间主任郭俊温介绍：“槐

房再生水厂全地下设计，节约了土地资源，减少了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在运营管理上，采用了MBR工艺为流域水

环境提供高品质再生水，整个过程全部自动化，建造在地

下的处理厂有效地集约了土地。16公顷的湿地公园，13

公顷建于再生水厂屋顶之上，同时，利用再生水厂所产再

生水，构建了人工湿地，结合雨洪蓄滞，使其成为了一个水

清草碧、鸟栖鱼藏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湿地公园，是国内首

次屋顶湿地景观与大型地下再生水基础设施融为一体的

设计尝试，是国内最大的屋顶湿地公园。

采用“热水解＋消化”工艺处理的污泥，能用于沼

气发电，所产生的电力用于再生水处理的各环节，实现

了能源的循环利用。同时，所产生的污泥还能用作湿地

公园的肥料、林地建设、沙漠化治理等。能源回收的同

时实现了土地资源化利用，改善了生态环境。

负责槐房再生水厂湿地生态公园建设的相关负责

人介绍，公园建设过程中引入“城中湿地-动植物天堂”

的设计理念，通过选用103种北京乡土植物，模拟了自

然群落结构，营造了林地、灌草丛、河道溪流和湖滨滩

涂等多样的陆生湿生生境；运用27种食源植物和65种

蜜源植物，设计了除臭风塔上的木质鸟巢、无人岛、灌

草丛内庇护所，以及昆虫栖息的小微生境，目标吸引56

种鸟类、7种兽类和 74种昆虫前来觅食、栖息和繁殖，

从而丰富当地物种多样性。

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槐房再生水

厂的改建还清了京城水系，处理后的 IV类水还清小龙

河，改善了下游凉水河的生态环境。同时还为园林绿

化、工业冷却、市政杂用等领域提供了补水，有力缓解

了西南地区的污水处理压力以及水资源紧缺状况，改

善了西南地区的水生态。

据了解，槐房再生水厂现日处理能力达60万立方

米，服务面积 137平方公里。无论是一亩泉湿地，还是

地下再生水厂，槐房再生水厂如今所呈现的美好景象

都为今后灰色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发和土地集约化使

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绿色发展思路。

市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首都

发展，标准是首善。首都工作历来具有代表性、指

向性，各项工作都要争创一流、走在前列。作为首

都中心城区，我们必须不断强化首善意识、树立首

善标准、展现首善担当，力争在各项工作中扛红

旗、夺金牌、争第一。

要强化“争先”的意识，切实增强等不起的紧

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以更加

昂扬的斗志、更加坚定的信心，追求卓越、争创一

流，在全区上下形成迎难而上、抢抓机遇、加快发

展的浓厚氛围。

要锚定“创优”的目标，主动对标对表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瞄准先进，对标一流，全面

梳理我区各项工作在全市的排名情况，居于下游的

要奋力追赶，处于中游的要力争上游，位居前列的要

勇争第一，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再上新台阶。

要善用“科学”的方法，致广大而尽精微，要坚

持精益求精，发扬“工匠精神”，从细微处入手、在

细节上用力，针对性做好区域发展的精细文章。同

时，要善于“弹钢琴”，在工作中始终突出重点、把

握节奏、集中发力，在找准问题症结、查补短板弱

项上下功夫、见实效。

改造后改造后改造前改造前

徐伟徐伟//摄摄

推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实践创新基地建设

槐房再生水厂走出绿色发展新思路

自 8月 17日起，《您说我办》栏目将

增加播出频次。首播时间：20:15，重播时

间 ：21:00，次 日 8:15、9:00、12:15 和

13:00。

欢迎大家关注丰台有线（歌华803频

道），准时收看并积极参与。针对家门口

的脏乱差问题，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电

话：63822345，或在“北京丰台”客户

端“您说我办”专区、“丰台发布”抖音号

留言，提供新闻线索和意见建议。

——方庄街道社区居民 刘长

——马家堡街道社区居民 贺伍

马家堡街道的案例彰显了丰台区委、区政

府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勇于自曝“家丑”的决

心，通过区、街道、社区各级职能部门的努力及

艰苦、细致、暖心的一系列工作，彻底改变居民

居住环境，提升了老旧小区居民生活质量，受到

辖区居民的赞扬。为此报道点赞!

■ 群众声音

多年的历史问题，承载着巨大的压力和挑

战，拆违是一件最难的事情，万事开头难，面临

这样的困难，展现了一位社区书记的担当和责

任，没有等来的辉煌，只有干出来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