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释放一批“绿色福利”

丰台描绘美好生态画卷

三年防疫奠基石 
方庄复兴开新局

——方庄街道开展基层干部访谈

本报讯 （通讯员 景天香）目前，我国的疫

情防控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如何做好后疫情

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至关重要。方庄街道的基层

干部们经历了连续三个春夏秋冬，面对来势汹

汹的疫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无数个感动的

瞬间温暖人心，党员干部、志愿者坚守阵地，

成为防疫一线的最强王者。

近日，方庄街道有幸邀请到郎永淳老师，

对方庄基层工作者进行访谈，面对面了解他

们这三年防疫工作的心路历程以及对未来方

庄复兴的展望。访谈共分为《弘扬战疫精神，

推动方庄复兴》《汇聚奋进力量，点亮荣耀未

来》两个主题。此次访谈有4名社区党委书记

和4名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接受访谈，通过不

同工作岗位、不同工作经 历及防 疫中面对的

不同问题，深层次了解基层工作者最真实的

感受。

“防疫工作开始以来，大家每日的工作时

长从8-10个小时变为了24小时待机。长时间、

高强度地工作锻炼了社工的响应能力。如果居

民有事打电话了，是不是能第一时间帮助他们

解决问题；10个楼门院的治理，是不是物业、

志愿者、居民能够一呼百应。”芳群园三区社区

党委书记姜莹说。

芳古园一区第一社区党委书记李青则表

示，“历经三年防疫工作，我们的社工队伍得到

了全方位的历练和提升。三年来没有一个社工

因为工作的苦和累说活不干了、干不了。我看到

的是每个人都在作为、在担当。虽然脚下每一

步迈出都有风险，每一次面对居民都可能被感

染，但是社工们没有退缩、没有回避。这是我很

大的安慰……”

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程文彬说：“在三

年不同阶段的防疫过程中，总被不同的人感动

着，积极配合的居民、忘我付出的志愿者、顶在

一线的大夫、社工，不辞辛劳的保安、保洁……

正是有他们的无私付出，才保障了三年来街道

抗疫工作的平稳高效。”

访谈最后，大家对方庄复兴提出了展望。

民生保障办公室科员张一杰表示：“在街道一

年时间，我们更多的工作是面向辖区居民。特

别在社救工作方面，接触更多的是困难群众。

当居民有了困难，他们用热切的眼神望向你，

我们能够通过政策真正地帮助到他们时，那是

我们工作的价值所在。”

没有人是这场战疫的旁观者，回望三年疫

情防控取得的坚实成果，方庄街道的基层工作

人员主动扛起责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

必定有我”的使命与担当为方庄复兴打下基

石，为方庄荣耀未来奠定基础。

本报讯 （通讯员 吕晓飞）“PM 2.5同比改

善8.8%，成功创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110余

种野生动物在丰台安家，无受污染耕地……”记

者从丰台区“两会”获悉，2022年丰台区始终坚

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认真落实北京市委

“妙笔生花看丰台”指示要求，以“三生融合”为

目标，以“六清”理念为导向，以“绿城九法”为

路径，立足山水林田湖草一体的自然资源禀赋，

坚持生态 优先、打造 蓝 脉 绿网，拓功 能、抓转

型、强治理，“中轴永定承古韵，蓝脉绿廊绕今

城”在丰台形成生动实践，实现了“生态进城”。

今年，丰台区将对标首都中心城区功能地

位，运用“两山”创新实践基地“双向”转化成

果，推动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以高水平生

态环境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

成功创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形成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丰台路径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

福，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丰台区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

民、生态为民，打造出矿山生态修复带动“农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园博园“败景”变风景拉动

区域快速绿色崛起、酸枣变“金”枣实现生态保

护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红+绿”特色旅游用活

卢沟桥金字招牌、槐房再生水厂为市政灰色基础设

施提供绿色发展样板等一批“两山”转化典型案例，

这些实践案例涵盖了废弃矿山修复、山水林田湖草综

合治理、生态园林带动产业发展、特色农业文旅拉动

社会就业等方面，为探索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丰台路径。

2022年11月19日，丰台区被生态环境部授予全

国首个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称号，成为北京市首个成功创建“两

山”实践基地的非生态涵养区，实现“生态进城”。

建成“两山”实践基地关键在于丰台区找准了

“绿城九法”生态保护路径。“绿城九法”是指哪九

个？据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丰台区立

足自然资源禀赋特点，积极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丰台道路，以森林绕城、绿道连城、碧水穿城、湿

地润城、公园遍城、农田留城、花果香城、生物汇城、

景观靓城的“绿城九法”为路径，保障生态优先、打

造蓝脉绿网。

释放一系列“绿色福利” 
打造碧水、蓝天的美丽丰台

记者了解到，2022年，丰台区生态环境质量实

现持续改善。丰台区细颗粒物（PM2.5）累计浓度为

31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8.8%，在2021年历史性达

标的基础上，实现持续改善，基本完成国家提出的

消除重污染天气要求，丰台区的“蓝天”含金量显著

提升。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让看得见、摸得着的

“绿色福利”，提升丰台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良好的生态环境凝结着无数奋斗在污染防治攻

坚一线工作人员的辛勤和汗水。2022年，丰台区出

台重点区域强化扬尘污染管控联合执法监督工作方

案，将任务细化至月、责任到人。利用热点网格、在

线监控、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实现精准治污、科学

治污，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万人次，检查各类污染

源14595家。

与此同时，丰台区坚持“三水”共治，水环境质

量持续向好。国家市级考核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

比例，远远好于市级考核要求的42.8%，动态消除劣

Ⅴ类水体断面。精准施策守好“净土”。坚持农用地、

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三地”齐抓共管，始终坚持预

防为主，安全第一，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

保障，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动态达到100%，全区土

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全力保障辖区人民“吃得

放心、住得安心”。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

同享有的事业，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

践行者、推动者。丰台区涌现了一批新时代劝导队、

环保志愿服务队等服务品牌，右安门居民自发成立的

“当班河长”佑安巡河志愿队，获评“优秀环保公益

组织”，越来越多群众成为“环保监督员”“生态卫

士”，生态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逐步覆盖生产生活的

方方面面。

鱼翔浅底实景再现 
生物多样性保护见实效

2022年，永定河卢沟桥段的浅滩上来了一

只奇特的“水鸭子”，背上的羽翼是灰黑色，腹

部和颈部的羽毛呈白色，打远儿看，就像一团棉

球。原来，这种长相奇特的水鸟叫棉凫，是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现身丰台还是头一次。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丰台区

生态环境质量EI指数连续七年稳步提升，随着

生态环境的改善，在丰台，野生动物与人类和谐

相处的场景越来越多。根据丰台区对水生态环

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的初步调查，在丰台，

凤头蜂鹰、红隼、震旦鸦雀等近150种鸟类翱翔

在丰台天空，金线侧蛙等110余种野生动物在丰

台安家，清洁河流指示物种宽、马口鱼陆续重

现，野大豆等野生植物茂盛，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多样性不断丰富，区域蓝绿交织格局初步显

现。

妙笔生花看丰台，拼搏奋斗见行动。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

“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丰台区将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生态

产品，绘制一幅天更蓝、水更清、万物更加生意

盎然的美丽丰台新画卷。

北京南城最大水“动脉”！“点靓凉水河”今年实施这三段

本报讯 (特约记者 孙颖)“近日，记者从丰台区

获悉，2023年“点靓凉水河”行动将启动实施南中

轴国际文化科技园段、右安门公共空间项目、石榴

庄段等，构建水岸经济带、产业带、消费带。

凉 水河距今已有14 0 0多年历史，属北 运河水

系，是南城 地区 最 大的水系“动脉”，因其发 源 地

水头 庄（旧源头）之 水全 部来自地下泉 水，水温较

低而得名，全长66公里，丰台段长12.2公里。

21世 纪 初，由于 基 础 建 设 落后，凉 水 河 水 质

降 至 劣五类，几 经 治 理，如 今 沿 河自然 生 态 恢 复

了史 上 记 载 的“水 草 丰 沛、鸟 类 栖 居 繁 多”的 场

景，成 为超 大 城 市水 环 境 治 理 的 样 本。凉 水 河 犹

如一 条 珍珠项 链 将 丽 泽 金 融商务区、首 都 商务 新

区、北 京 南 站 等 重 点 功 能 区 以 及 多 处 居 民 区 串

联 起 来，成 为 承 载公 共 活 动 的 蓝 绿 空间。相 关 数

据 显 示，仅丰台段 节假日高 峰 小 时 客 流 量 就 高 达

三万余人，一条 河道 赋予城 市 高度 活力。

2022年，丰台区启动了“点靓凉水河”行动，

涉及河道长 度 约11公里，将 建 设高品质 城 市 蓝 绿

空间体系。

丰台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点靓凉

水 河 ”行 动 规 划 设 计方 案 已 基 本确 定，针 对凉 水

河单调硬 岸、城水割裂、缺乏活力三大问题，提出

了重塑滨水生态、强化滨水联系、创造多样滨水景

观 三 大 策 略，全 线 形成“一廊、五区、多 景”的 整

体空间格局，将凉水河全线划分为金融商务区段、

活力社区段、枢 纽门户段、文化 博览区段、生活休

闲区 段，结合周边 景 观需 求 设 置多 个 景 观 节点，

最 终 将 凉 水 河 打 造 成 城 市 水 环 境 治 理、生 态 修

复 和 完 善 三 网 融 合、建 设 慢 行 友 好 城 市 的 重 要

实践 地。

为尽快实施“点靓凉 水河”行 动各节点，丰台

区计 划分两个批次实施，2023年将先期实施南中

轴国际文化 科 技园段、石榴庄段、右安门段，发 展

沉浸式特色消费空间，构建水岸经济带、产业带、

消费带，让老百姓享受 凉 水河 带来 的亲水 生活。

全年受理群众诉求 74.1 万件 创新实践“七创”联动

丰台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本报讯 (通讯员 色珍)“接诉即办”工作扎实推

进、“七创”联动有序开展、基 层 社会 治 理 持 续 深

化……从理念到蓝图，从探索到实践。丰台着力增强

城市治理效能、健全现代化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城市

韧性和品质，加快构筑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图

景。

记者从丰台区“两会”获悉，2022年，丰台区接

诉即办质量显著提高，全年受理群众诉求 74.1万件，

解决1.5万套房屋“办证难”问题；在全市创新实践

“治理书记”工作机制，压实一把手办件责任，坚持

降量提率；圆满完成基本无违法建设区创建任务，拆

除违建270万平方米；成为全市首个成功创建“两山”

实践基地的非生态涵养区，群众幸福感、安全感、获

得感显著提升。

全年受理群众诉求 74.1万件  
集中破解一批社会治理难题

2022年，丰台区以落实《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

例》为指引，在全市创新实践“治理书记”工作机制，

全年受理群众诉求74.1万件，开展“每月一题、每月一

办”，解决1.5万套房屋“办证难”问题。

“接诉即办”直面民意诉求，致力于从源头解决

基层治理难题。六里桥街道通过“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有效利用地下空间，将京铁家园地下空间

打造成社区铁路博物馆和地下便民服务站，并设置公

共晾晒区，在维护社区环境的同时更好满足了居民晾

晒被子、衣物等需求。去年7月，六里桥街道正式退出

治理类街乡镇市级督导，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

行之有效的样板。不仅是六里桥街道，去年，新村街

道、东铁匠营街道、西罗园街道等也陆续退出治理类

行列，群众满意率显著提升。

今年，丰台区将围绕“每月一题”、治理类街道等

重难点，加强历史遗留及高频问题分析。通过提升数

据治理的精细化与科学化水平，让基层社会治理实现

从“看得全、管得住、防得好”到“看得清、理得好、治

得快”的转变，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

“七创”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全面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记者从丰台区“两会”上获悉，2022年，丰台区全

面推进全国文明城区、国家卫生区、国家森林城市、

全国双拥模范城、“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基本无违

法建设区、无疫社区（村）创建，有序开展“七创”联

动，形成工作合力。打造创城“样板间”社区26个，实

现北京市卫生街镇全覆盖。圆满完成基本无违法建

设区创建任务，拆除违建270万平方米。获得全国首

个超大城市中心城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实现

“生态进城”。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基本达到国家标准。

去年，在“七创”联动机制的助力下，丰台区探索

城市治理新路径，用好城市空间。在中关村丰台园，

将旧厂房更新建设成为体育综合体，涵盖篮球、乒乓

球、羽毛球等运动场地，实现了城市有机更新，提升

了周围企业和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在望园西里北

区，社区利用文明创建的契机，对小区进行了全方面

改造，换来的是干净整洁、规范的公共活动区域,真正

让创建工作惠及民生。

此外，2022年丰台区以“小切口”提升城市“舒

适度”，完成67条背街小巷精细化整治任务，玉皇

庄路入选“北京最美街巷”，打造清爽通透的城市空

间。完成20条道路“亮化”工程，确保重大活动期间

100%亮灯率。进一步完善了南苑湿地公园、丽泽商

圈、中央民族大学等周边区域交通秩序方案，打造便

捷的交通环境，为城市治理打下坚实基础。

“小网格”撬动大治理 
更近更细服务民生

2022年，丰台区建立全区“一图五册”网格基础

台账，发动社区网格志愿服务队等共治力量，“小网

格”撬动大治理，基层治理持续深化。同时，继续抓

好垃圾分类、物业管理两个“关键小事”，探索建立物

业企业信用管理机制，23个小区被授予北京市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小区。

据了解，“一图”是指街道和社区的网格图，“五

册”是指社区居住人员册、服务设施册、机构册、工作

人员册、风险册。通过台账与地理图相结合，将工作人

员落到网格上，实现社区治理更精准的责任划分，更

近更细服务民生，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今年，丰台区将继续发挥网格化管理在基层治理中

的基础性作用，壮大网格员队伍，完善志愿服务体系。持

续抓好两个“关键小事”，加强生活垃圾全流程精细化管

理，狠抓物业管理突出问题和“治理类小区”治理。统筹

推进智慧城市、智慧小区建设，让城市更聪明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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