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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韩冷）近几日，玉泉营街道的

万柳西园热闹非凡，在通往万佳利平房区的小巷

里，数十袋垃圾堆在路边，可这次居民们不仅没有

像往常那样抱手埋怨，还纷纷撸起袖子、拿起工

具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热火朝天干起来，这是怎

么回事？

万佳利平房区是万柳西园综合治理的“老大

难”，不仅因为这里人口稠密，居民流动性大，产权

单位和物业公司常年收不上居民物业费，管理一

直很薄弱。最 近，一件件关于彻底清理平房区夹

道陈年垃圾的诉求飞到了社区。原来，由于部分平

房区居民卫生环境意识较差，两排房屋之间0.8米

宽、140余米长的狭窄夹道成了倾倒垃圾“隐秘的

角落”，加之3年前旱厕改造，厕所储物间将夹道封

死，形成了一个人员无法进入清理的死角，垃圾越

堆越多，散发恶臭的同时也导致暴雨积水无法正常

排出，居民家的墙根也因水沤导致屋内潮湿发霉，

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解决诉求刻不容缓，可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落

实：如何快速清理陈年垃圾？清理费用谁来出？如

何形成长效机制？为此，玉泉营街道和万柳西园社

区采取“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街道快速响应充当

“开路机”。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发挥

治理书记优势开展走访调研，强化基层治理服务

群众。街道主要领导牵头协调，负责城乡管理的街

道副主任段斌当即响应社区诉求，组织协调区城管

委、街道城乡管理办公室、右安门环卫所前往现场

与社区、物业、居民代表召开座谈会寻求最佳解决方

案，决定拆除堵住积存垃圾夹道的公厕储物间，街

道委托专业应急队伍进行垃圾清掏。5天时间，几十

袋“躲在”狭窄小巷中的陈年垃圾终于被彻底清除。

第二步社区化身“助推器”推动居民自治。老旧

小区综合治理，单靠政府统筹力量远远不够，只有发

动群众力量，通过“人人共治、人人爱护”才能使社

区环境更加整洁持久。社区想通过本次治理转变居

民思想，协商居民出资共同分担垃圾清运费，进而实

现由“在旁看”到“动手干”“共维护”的观念转变。

社区通过居民议事会宣传引导居民树立整洁、优美、

文明的环境意识，并通过志愿赋能，鼓励正直热情的

万佳利A座居民张阿姨作为“领头人”，进而动员更多

热衷维护社区环境的志愿者挨家挨户做工作，邀请

他们共同参与此次垃圾处理行动。成山的垃圾在3天

内被全部清运完毕，不少居民还自发参与清扫垃圾

车遗落的小片垃圾，在行动中增加了对街道、社区工

作的理解和支持，正如张阿姨感叹：“居民工作可真

不好做，以后我们可一定多多支持社区！”

第三步齐心形成“动力源”赋能平房治理。玉

泉营街道和万柳西园社区进一步强化协商议事机

制，街道、社区、物业和居民定期围绕平房区治理展

开会商，收集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立即进行

处理，持续强化居民自治意识，促使“大家的事需要

大家办”理念根植居民心中，形成“急难险重街道

上、巩固强化在社区、长效治理看居民”的“共建共

治共维护”机制。同时通过社区志愿者形成自治监

督小组，及时反馈社区治理问题和公示资金收支，

社区跟进宣传巩固、持续发力。

在一系列的平房区整治工作后，一面面蕴含着

居民感激之情的锦旗送到街道和社区。万柳西园社

区相关负责人说：“此次清理，我们的居民从被动的

服务对象转变成主动治理的主体，不仅老大难问题

得到了解决，更可喜的是社区内形成了互相理解、互

相信任、共同治理的融合氛围。相信在更多居民的支

持下，我们的社区会越来越好。”

本报讯（通讯员 张铭）“街道、社区下真功

夫帮我们解决了车库漏水这个大难题，我真得点

个赞！”家住石榴庄街道怡和世家小区的张女士

指着干爽的车库地面，乐呵呵地竖起了大拇指。

自怡和世家地下车库正式启用以来，街道

不断收到业主投诉，反映地库漏水及进出地库

车窗玻璃雾化问题，存在安全隐患。街道社区工

作人员、物业多次前往现场调研、勘察并吹哨消

防局，排除了消防管道漏水的原因，但漏水点位

却一直没有确定。从水的清洁度判断，漏的是清

水，最大的可能是自来水漏水，可是找遍了小区

的自来水管网所经之处，都没有发现异常。“地

面也挖了，不用的管道也关了，水还是漏”，工作

人员忧心忡忡地说道。

无法确定漏点令地库修缮工作暂时陷入僵

局，石榴庄街道高度重视，成立“拔钉攻坚”专

班。街道、社区、物业多方联动，到怡和世家小区

进行现场勘察，并召开专题调度会，最终，商定

委派第三方专业机构确定漏水来源，鉴定渗水

原因。根据水质报告及联合探漏专家对自来水、

消防水、中水排查，地库漏水源头被判定为地下

水，专业人员利用气压、流量的变化，沿着整条

管道一点点进行探测，最终确定了三处漏水点

位：工程一期、二期衔接点；地下车库出口处；地

库西侧。

点位确定后，街道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

对漏水点位进行处理，工作人员在渗漏处注浆，

堵住漏点，修复防水层，并在地面铺设排水沟、

集水槽，对地面渗漏及时引流、收集、抽排。同

时，通过在地库持续运转排风扇等措施，消除了

雾化现象。

沉浸式沉浸式体验 提升灾害应对能力体验 提升灾害应对能力

本 报 讯  9月12日，北 京 市应急管 理 局、右安

门街 道平安 建 设 办 公室、右安门街 道 社 区社会

组织联合会、首都医科大学国际部联合开展“北

京市应急安全宣传车”走进基层活动。

本次专场宣传活 动主要分为应急安 全文艺

节目汇演 和 防灾减 灾体 验 环 节 两 大 部分。活 动

创新突 破 原有模式，通 过情景剧、魔术、相声等

形式普及安 全 知识，同时 搭建了地震模 拟、烟雾

逃 生、灾害逃 生 及 应 急自救 等设 施 设 备 供 群 众

体 验。现 场教员结合活 动 情况 进 一 步为群 众 讲

解应急 逃生、避灾自救等应急知识，帮助群众 提

升灾害应对能力。

首都医科大学国际部的唐同学说：“虽然自

己对于应急知识也有一些了解，但面对紧急情况

如何开展救 援 还是认识不足。通过演练学习，知

道了如何 更 冷 静 沉 着 地 应 对 突 发事 故，防患于

未然。”

此次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应急安 全主 题活动

的 覆 盖面，有 效 提 升了广大 群 众 的 安 全 应 急 意

识和自救防护能力，实现了能应急、懂避险、能自

救、会互救的教育目的。

“三步走”推动社区人治理社区事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孙 秋瑞）“我们

这道边儿以前停的全是车，旁边全是乱七八糟的

垃圾，院儿里全是地锁。改造以后垃圾、地锁全

没了，车也停规范了，环境也干净了，居民都竖大

拇指，我们感谢政府和社区给我们办的实事儿、

好事儿。”家住六里桥北里的何叔叔对家门口的

变化赞不绝口。

近日，记者来到六里桥街道六里桥社区，社

区紧邻莲怡园东路，一条宽阔整洁的通道将居民

区和市政道路连通，能容纳双向车辆单行通过。

这条通道施行人车分离，两旁还有人行便道，便

道上各有一排种满绿草的红色花箱，一面设计新

颖的文化墙可见管理者的用心。很难想象，这里

是一片有着35年历史的老旧社区。

据悉，六里桥社区六里桥北里居民区建成

于1988年，共有8栋居民楼，产权分属12家单位管

理，有的一栋楼3个单元门分属两个单位管理。因

多产权、建设年代较早、无统一规划等原因，该居

民区基础配套设施极不完善，私搭乱建、私自圈

地、停车难、环境差等问题日益严重。以12号楼前

的老车棚为例，此前里面不仅停车，更有一大半

车棚住着人，甚至加盖房间起火做饭，安全隐患

很多，而且因为停车不规范，公共区域被占用，前

后楼的居民走路都得侧着身。

为了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改造提升

迫在眉睫。

去年8月，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和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为契机，六里桥街道六里桥社区着手

对居民区内的公共区域圈占、私搭乱建等进行

清理。社区党委先后多次召集物业管理单位、居

民代表及党员、志愿者召开议事协商会，围绕整

治提升工作开展探讨，逐楼梳理存在的问题和点

位，征求各单位意见建议的同时，与居民沟通制

定提升方案与工作开展方向。

工作方案一经确认，各部门均迅速开展行

动。六里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对居民区内的违

建进行调查取证认定，社区干部包楼分组入户宣

传做劝导动员，社区党委书记和城管专干负责攻

坚协调……2022年11月9日，拆除工作开始，违建、

圈占、地锁、堆物堆料被集中拆除清运。截至目

前，共拆除22处违建、21处圈占、10余处堆物堆料

及190个地锁，并对地面进行了平整。

“牵扯到那么多人的切身利益，居民的工作

很不好做，但是我们居委会的干部特给力，一天

到晚连家都不回挨家挨户做工作，再加上区里

和街道的支持，总算把这硬骨头给啃下来了。”

看着12号楼前干净整齐的停车位,居民赵阿姨不

由感叹。“骨头的确很难啃，但是我们坚持住了，

也就完成了，而且你的诚心会打动老百姓，他们

会由一开始的不理解不支持，变成支持和理解

的具体行动。”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整

治过程中考虑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他们会在

自己能 力范围内尽量 把 拆除 后的 裸 露墙面复

原，把善后工作做细，因此也逐步收获了居民的

支持，甚至有的居民不等执法队过来，自己就把

违建拆了。

在违建、地锁、圈占一一清理后，为公平合

理利用停车场地资源，社区新建、改建了10个电

动自行车充电车棚，能够满足100余辆居民停车

需求，同时引进了专业停车管理，进一步深化小

区治理，改善停车秩序，让居民的车有地儿停、有

人管。今年2月，街道与社区党委、居民、停车管

理公司共同制定初步停车管理方案。3月至4月

社区干部就停车管理问题进行入户问卷调查，

其中，调查率占有效户数的88.74%，同意进行停

车管理占有效户数的90 .76%。随后在调查结果

公示期满后，居民代表会议对管理方案进行表

决并通过。

“有了道闸之后，外面的车进不来了，我们的

停车位变得非常充足。”安装道闸当天一位居民

说道。道闸安装并启用后，停车管理方同步开展车

位施划工作，最终施划停车位235个，引导车辆入

位停放。

经过半年时间的梳理、协商、整治，六里桥

社区引进停车管理、新建电动车棚、新建墙面景

观设计、摆放花箱草箱、购置居民共享花架、制

作文明社区 宣传标 语。在六里桥街 道、社区党

委、居民群众、物业公司等共同努力下，六里桥北

里居民区形成“党建引领、民意导向、多元共治、

深度治理”的“整治、改造、提升”一体工作法，小

区环境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

深度治理 环境改善 居民竖起大拇指
六里桥街道

玉泉营街道

接诉即办

本报讯 近日，成寿寺街道方南家园社区方

庄南路18号院新建了一处停车棚，居民的自行

车、电动车终于有了“避风港”。“这个新建车棚

真是太好了，之前楼道里总是有人停放电动车，

车棚建好后楼道一下就没有人乱停了，消除了安

全隐患，车棚外观设计也很美观。社区的‘微治

理’解决了居民的烦心事。”社区居民谭女士高

兴地说。

方庄南路18号院建成已有10余年，共有住户

2100余户，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多，由于小区建成

时间较早，车棚配套设施相对落后，居民的电动

自行车只能随意停放在楼道、单元门口或路边，

不仅影响了小区的环境卫生和安全秩序，也给居

民出行带来了不便。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成寿寺街道多次到社

区开展实地调研，与群众“面对面”倾听诉求，让

群众切实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就新建车棚项目

可行性方案作出商讨。最终，方南家园社区利用

边角空地新建了一个面积208平方米的非机动

车停车棚，既缓解了周边居民停车难题，还规范

了停车秩序。

成寿寺街道

电动车迎新家 
居民停车更规范

找漏点 修管道
地下车库变干爽

石榴庄街道

本报讯（通讯员 史莉）“一边是车道，一边

是河道，来往行人夹在中间，总感觉不安全。现

在加了一道围挡，走在路上安全多了。”家住南苑

街道诚苑中里小区的居民谷贵锁指着西南沟南

侧新砌的围挡墙由衷地说。

据了解，西南沟是南苑地区一条重要的排

水通道，西起南庭新苑北区南门，东到诚苑中里

33号楼东侧，这段约500米的河道属于开敞河

道，河道宽5米，深1.5米，承担着沿河的南庭新苑

北区、南庭新苑南区、诚苑中里、诚苑南里4个小

区的排水功能。以诚苑西路南侧小桥为界，西南

沟西侧一端约230米，始终未建围挡，隐患重重，

附近居民和来往行人经过该路段都要小心翼翼

通过。汛期降雨频繁时，河道水量明显上涨，居

民经过时更是提心吊胆，增加了安全风险。对

此，居民们对西南沟增加安全措施呼声强烈。

面对居民的强烈呼声，南苑街道迅速召集

相关部门商量解决办法，在各方的共同推动下，

很快便制定了一套改造方案。“街道对西南沟西

边开敞区域的南侧，采取了砌筑围挡墙的措施，

围挡墙长约230米，高60厘米，确保车辆和行人

踏实安全通过。”南苑街道城乡管理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施工期间，施工现场设立了安

全警示标志牌，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

下，加快施工进度，提高施工效率，减少对交通

的影响。

南苑街道

砌筑河道安全墙
护航居民出行路

首都医科大学国际部的学生体验胸部按压急救法。首都医科大学国际部的学生体验胸部按压急救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