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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桥南滨河路封闭路段正式恢复通行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宏阳）“以前‘进站堵’，
现在改走这条新路线后，通行距离缩短了大约
两公里。别看这只有约百米长的专用道，进站
时间直接减少了十多分钟。”一位 665路公交驾
驶员点赞道。

4月 16日，随着洋桥南滨河路封闭路段正
式恢复通行，南三环进站的“最后一公里”开辟
了公交专行道，让进站私家车、公交车分流，从
而缓解北京南站路西段的交通拥堵。

作为首都重要交通枢纽，北京南站日均到
发旅客超 20万人次，承载着交通运输大动脉
的作用。然而，从南三环辅路到北京南站路的
“最后一公里”，却长期被司机们戏称患有交通
“血栓”。

时针拨回到一个月前，每天晚高峰，北京南
站路西段就像被按了“慢放键”——由于出租车
运力过载，候客的出租车队伍顺着北京南站路
西段唯一的进站道路，一直排到了南三环辅路

上，严重拥堵让行驶在此路段的公交车经常晚
点，接送站的私家车也饱受堵车的困扰。

长期以来，旅客、司机和附近居民一直盼望
着北京南站路交通状况能有所改善。自去年南
站地区交通流线优化任务立项以来，市重点站
区管委会南站办多次邀请市区相关职能部门和
属地单位开展实地调研，研究解题方案。

随着北京南站路重新调整地下停车场西南
入口的交通流线，治疗“血栓”终于有了条件，
“大车走滨河道、小车走南站路”的分流疏解方
案得到各单位一致认可，各方决定，恢复通行此
前封闭的洋桥南滨河路并设置公交专行道。

但要让尘封多年的道路重新开放并非易
事，此时封闭的滨河路内部违停车辆众多，俨然
变成了一个临时停车场，相应的技防物防设施
也几乎为零。

为了打通新流线，今年初开始，一场多部门
联动的“会战”拉开序幕。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南

站办成立攻坚专班，携手市区交通委、市区交管
部门、丰台区城管委和西罗园街道等单位，迅速
完成车辆清退、路面修整、标线施划、探头安装
等系列工作，为线路开通保驾护航。公交集团
加紧研究制定公交改线方案，加速完成方案审
批和对外公示。同时，市交通委、市文旅局也在
对旅游大巴车的线路调整做广泛宣传。
“每个环节都在抢时间。”市重点站区管委

会南站办主要负责人指着墙上的进度表说，“1
月 8日完成地面修复，1月 19日完成公交专用
道标线施划、标牌设置，4月 8日公交集团对外
公示征求市民意见，4月 16日正式通车——所
有节点精确到日。”

4月 16日开始，改线后的 665路公交车和
大巴车通过专用车道，直达北京南站南广场，旅
客们不必再担心搭乘公交车到北京南站会因
“最后一公里”的拥堵而误点，北京南站路西段
的交通压力也将得以缓解。

北京南站这段“血栓”，通了！

本报讯（通讯员 史莉）“平时电动自行车只要能骑，自己也不会
想着去保养检测，这次听社区检测人员一讲，了解了很多电动自行车
常识，同时排除了自己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感谢社区为居民做了
一件大实事。”王女士推着“体检”后的电动自行车说道。

日前，笔者来到南苑街道红房子社区，看到展板上写着“电动自
行车电池免费检测”字样，门口有十多辆“小电驴”一字排开，有序排
队等待“体检”。社区工作人员化身“检测师”，戴着低压绝缘手套，手
拿电池内阻测试仪，将两个夹子分别夹到了电池的充电口正负极，盯
着指针，正在认真对车辆电池“健康度”进行检测。“电压在 50V左右，
电阻在 500Ω以下是合格范围。数值显示，您这辆电动车的电池目前
处于‘健康’状态。”社区“检测师”现场向居民告知了检测结果。

据了解，为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南苑街道已在辖区 18个社
区（村）同步“摆摊设点”开展电池安全进社区便民服务活动，社区变
身“检测点”，以“查—宣—防”的方式深入社区，为辖区居民免费提供
电池检测，宣教安全使用，该电池检测活动将持续开展。

此外，各社区（村）作为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动轮椅电池免费“检
测点”，在为居民提供“爱车”检测的同时，动态管理电动自行车及电
池台账，完善“一车一档”信息采集，让居民及时了解自己“爱车”的
健康状况，从而减少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同时，社区工作人员现
场向居民宣传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告诫大家不要随意停放电
动自行车及私拉乱接电线充电。

“电动自行车电池免费检测活动不仅为居民提供了实实在在的
帮助和服务，也进一步排查了辖区的安全隐患。接下来，街道将继续
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安全管理并定期组织相关活动
和培训，全方位拧紧电动自行车‘安全阀’，努力为辖区居民营造一个
安全和谐的居住环境。”南苑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社区为居民电动车免费“诊脉”

本报讯（通讯员 邢程 王博）近日，方庄街
道星一社区聚焦居民“急难愁盼”之事，针对楼
门地面坑洼破损问题开展专项治理。通过科学
规划、精细施工完成 12栋居民楼共计 300余平
方米的地面修复工程，实现社区环境安全升级、
宜居水平显著提升，以“小切口”推动民生服务
“大实效”。

星一社区部分楼门地面因年久失修，出现
裂缝、凹陷等问题，导致居民停车难、出行安全
隐患突出。社区通过“线上问卷+入户走访”双
轨并行的方式，收集居民意见 57条，梳理出地
面修复、排水优化等核心诉求。去年 11月，社
区党委牵头成立专项工作组，联合物业、产权单
位及居民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一区域一方
案”的修复计划，明确责任分工与施工节点。

施工过程中，社区引入专业团队对破损地
面进行切割清理、分层填实及表面固化，同步优
化排水坡度。为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工程
采取分段错峰施工，并通过社区公告栏、微信群
实时公示进度，确保居民知情权与参与度。

居民张女士表示：“以前接送孩子总要绕
行，现在停车入库一气呵成，安全感倍增。”社区
还建立“网格员+物业”联合巡检机制，定期排
查路面状况，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

方庄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修复工程
是街道推进“微更新·惠民生”行动的重要实践。
下一步，将深化“居民点单—社区派单—部门接
单”服务模式，持续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

地面修复“微改造”
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本报讯（通讯员 张歆雨）近日，和义街道东
里第二社区举办“以物换物”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吸引众多居民热情参与。
“知道社区有兑换活动，我就把家里准备扔

掉的旧衣服、旧书都拿来了，还能换点实用的生
活用品！”活动现场，居民们以实际行动践行资
源再利用的环保理念，携带旧衣物、旧书、旧家
电、塑料瓶、过期药品等参与兑换。兑换过程
中，工作人员还向居民宣传讲解生活垃圾分类
相关知识，耐心说明不同可回收物的分类标准
和回收价值，引导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养成正确
分类投放垃圾的好习惯。

此次活动通过“以物换物”的形式，促进了
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深度融合，既解决了
废旧物品在家中堆积的问题，又传递了“变废为
宝”的环保理念。据统计，活动当天共回收超过
600公斤物品。居民李大爷拎着刚兑换的洗衣
液笑着说道：“我们全力支持这样的环保活动！”

“旧物”变“礼物”
“换”醒文明新风尚

本报讯（通讯员 白婧丽）近日，太
平桥街道下辖的三个社区接连处理了
多起安全隐患，高效的行动赢得了居民
们的一致称赞。

菜户营 86号院 1号楼里住着不少
老年人，这里本应是他们安享晚年的温
馨家园。然而，近日居民反映，1号楼 2
单元和 4单元二层的步梯台阶出现了
断裂。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这无
疑是一个巨大的安全威胁。菜户营社
区得知情况后，立即拉响“警报”。工作
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房管所维修部门，详
细说明情况，积极协调各方资源。第二
天清晨，房管所维修团队抵达现场，在
尽量不打扰居民的情况下，迅速开始混
凝土浇筑工作。没过多久，原本破损的
台阶焕然一新。82岁的王奶奶高兴地
说：“昨天还担心会摔倒，今天台阶就修
好了，社区的速度真让人安心！”居民们
心中的大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在三路居社区，铁路小区1号楼1单
元的米先生也遇到了烦心事。楼道顶
棚的玻璃出现裂缝，每逢雨雪天气就漏
水严重，更要紧的是，水流正下方就是
一个配电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三
路居社区接到反映后没有耽搁，马上前
往现场查看。为尽快解决问题，社区工作人员
咨询专业技术人员，与物业反复商议，制定出一
套周全的修补方案。方案确定后，大家争分夺
秒，采购防水材料，和物业维修人员一起登上楼
顶，对破损玻璃及周边接缝进行密封加固。经
过一番努力，漏水问题彻底解决，配电箱也不再
有受潮短路的风险。

除了对居民的诉求快速响应，太平桥街道社
区工作人员还主动出击，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并解
决问题。太东里社区的崔雯晶在巡查时，发现社
区休闲活动区域的一棵大树被大风劈开了枝干，
摇摇欲坠，随时可能掉落伤人。崔雯晶立刻意识
到情况危急，她迅速打印并张贴“危险请勿靠近”
的通知，同时联系专业团队，详细描述树木的受
损情况。为保障居民的安全，她和同事在现场
拉起警戒线，疏散周边居民。专业团队到达后，
大家齐心协力，经过数小时的紧张作业，成功移
除了被大风劈裂的树枝，还对创面做了防腐处
理，现场也被清理得整洁干净。居民们纷纷竖
起大拇指称赞道：“社区太贴心了，还没等我们
反映，问题就解决了，住在这里很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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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少娜）“民有所呼，社
区、物业有所应，我们的诉求一一得到解决，生
活在这个社区，幸福感倍增……”自五里店街
道丰体时代花园社区打造“同心丰体”党建品
牌以来，社区治理得到稳步提升。为契合社区
党建品牌，今年 1月，丰体物管会提出“同心益
家”品牌建设方案，并创新推出“每月一主题，
每周出一题，物业来答题”的治理机制，通过召
集社区、物业、居民代表开展议事会，结合业主
各类诉求，开展专项提升服务项目，以实际行
动践行品牌理念。

丰体物管会以“卫生找茬大挑战”活动为
题，拉开了“一月一题”这一创新机制的序幕。
活动期间，通过每周对社区卫生死角、环境卫
生进行重点监督检查，鼓励物管会成员、居民
及物业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共同发现并解决社
区内的环境卫生问题。
“6号楼小院内发现一处卫生死角，影响了

小区的整体环境。”大家在社区内仔细巡视，发
现问题后进行拍照记录，并发送至物业公司。
物业接到通知后，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对发现的
卫生死角进行全面清理。通过每周的“找茬”
挑战活动，大家共同参与到社区环境卫生的维
护中，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氛围和共治共享的局
面，社区环境也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居民们纷
纷表示，院内环境变得更加利落，生活质量得
到了提高，为社区、物业的积极治理点赞。
“别看这两棵树不高，侧枝横着蹿得比自

行车把还宽，推自行车经过总被剐到外套。”住
在 9层的王大姐指着树枝说道。第二期“一月
一题”活动以“春暖花开，我为小区增点绿”为
主题展开。

丰体物管会走访时收到居民反映，由于樱
桃树属矮化品种，横向生长的密集枝杈不仅侵
占人行道空间，交错的枝条更在树冠处形成
“绿网”，既阻碍花芽通风采光，又让本就不宽

敞的楼前通道显得局促。发现问题后，物业绿
化团队立即针对低矮树型定制“开窗透光”修
剪方案，经过一番修剪，在保障通行安全的同
时，留住了满树春华，“现在推车过楼道口再也
不用侧身躲树枝，花苞看着比往年还密实！”路
过的居民举起手机拍摄着树冠夸赞道。
“通过这种形式主要是想激发居民自治活

力，让居民参与进来，也让我们能够关注到平
常治理薄弱的地方，建立专项治理，从而不断
提升居民满意度。”据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目前，“一月一题”机制已开展 2次主题活
动，得到了居民的一致认可。物管会成员也表
示，“同心益家”品牌不仅是一个响亮的口号，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未来，社区、物业将
加强联动，将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实现物业
服务与社区治理的“双向奔赴”，切实提升居民
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
“同心圆”。

“一月一题”机制激活治理新动力
居民“出题” 物业“答题”

我为群众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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