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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民生项目池”
巧解基层治理难题

（上接 01 版）

26 个街镇齐绘民生画卷
如“春风化雨”般精准纾解民忧

“民生项目池”的独特价值，在

于将宏伟的治理目标，细化为可感

知的日常改善。项目规模虽不庞

大，却能精确解决生活中的痛点，

为城市的“毛细血管”注入新的活

力。太平桥街道便是明证：三路居

路曾因施工暂停而变成“停车荒

野”，堵塞了小区出口。街道将此

问题纳入项目池，联合多个部门实

施“智慧停车+道路优化”方案，通

过分段建设临时停车场、增设非机

动车道与安全岛，并引入专业运

营，最终提供了300余个停车位，彻

底解决了周边居民“下班回家堵半

小时”的难题。

针对房屋渗漏这一影响千家万

户的“老大难”问题，项目池也展现了

其攻坚克难的能力。成寿寺街道的

华芳园小区因产权复杂、公维资金不

足，屋顶漏水问题反复维修无效，街

道利用“接诉即办”奖励金启动了整

体防水修缮工作，赶在汛期前完工；

右安门街道的翠林三里22号楼紧邻

铁路，长期无物业管理，顶楼居民长

期忍受渗漏之苦，社区成功申请项目

池资金，完成了全楼顶的防水层铺

设，最终解决了这一顽疾，居民们感

慨“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在提升生活品质方面，玉泉营

街道的“转角花园”改造项目堪称精

细化治理的典范。街道秉持“减量

提质、增绿焕新”的原则，对闲置的

边角地进行了精心设计：西北角打

造了“迷你生态园”，栽种了彩叶树

和花灌木；西南角则破除了硬化地

面，铺设了透水砖园路并增设了休

憩设施，贯穿生态理念的改造将曾

经的杂乱之地变成了居民家门口的

“小花园”。

加强社区安全防护也是项目池

的重点工作，2025 年相关项目将达

到23个。针对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

问题，方庄街道在17个社区车棚安装

了灭火弹，确保火情能被迅速处理；

卢沟桥街道克服困难新增了64个充

电接口，消除了“飞线充电”现象；看

丹街道则为平房区增配并年检了超

过1000个灭火器。通过从充电管理

到消防设施升级的多方面措施，项目

池有效织密了社区安全防护网。

双轮驱动机制
资金保障与民意响应协同共进

“民生项目池”的高效运作，归

功于创新的资源整合和民意响应机

制。丰台区特别设立“接诉即办”专

项基金，加强精细化管理，确保资源

得到有效利用。在此基础上，成寿

寺街道开创性地实施了“政府引导+

社会参与”的模式：2024年整合了区

奖励金、街道预算及物业收益等资

金，总额达到 800 万元；到了 2025

年，尽管区奖励金有所减少，但三、

四区停车场改造项目成功吸引了物

业公司投资40万元，这是老旧小区

成功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的先例。资

金的使用严格遵循“双高频”遴选标

准——诉求频次（如停车项目三年

累计投诉超过 300 件）和影响范围

（超过300户的群体性问题），确保资

源精准地解决民生问题。

民意“闭环”贯穿项目全周期

——从构思到实施，民意始终处于核

心位置。玉泉营街道在改造“转角花

园”之前，城乡办深入调研，将居民

“散步无处可去”的需求转化为具体

的设计方案；石榴庄街道在拆除违建

前，通过约谈、普法、居民座谈会等方

式化解了阻力，并将拆后的空地用于

扩建道路、增建车棚，精准地回应了

“停车难”的需求；成寿寺街道在停车

费定价时进行了精准测算：参考周边

400—580元/月的市场行情，取中位

数定为 500元——既避免了低价导

致的抢号混乱，又防止了高价对地下

车位生态平衡的冲击。

更深层次的变革体现在长效管

理机制的建立。2025 年，项目池优

化了“建库、立库、用库、出库”的流

程，通过滚动申报实现了持续维护；

考核监督加强了通报评比，确保项

目运作的透明和规范。太平桥街道

在停车场投用后，持续推动车位错

峰共享，组建了志愿队引导文明出

行，将短期建设成果转化为长期治

理秩序。

柔性治理
一把小板凳传递出的为民情怀

“民生项目池”的深处，蕴藏着基

层治理的温度与智慧。在成寿寺街

道，四方景园社区书记张立丽的工作

方法被具象为“小板凳工作法”：当得

知一位新能源车主因立体车库识别

系统无法识别自己的车牌而无法顺

利进出车库时，张立丽拿着一把小板

凳从傍晚守候至深夜，直到该车主归

来，在第一时间与物业协调出地上车

位给该车主使用。

经过反复调试，确认车库系统

存在新能源车识别难题时，果断援

引《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推动系

统升级，避免后续车主无法进出车

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折射出

治理理念从“管理”向“服务”的根本

性转变。

“我们不仅要提升景观，更要让

居民用得上、喜欢用。”街道相关负

责人说道。

此次活动不仅为这些退休人员

搭建了文化交流平台，更激发了他

们“老有所教、老有所为”的热情。

首场参观活动之后，系列活动将持

续展开，引导凝聚“银发力量”，鼓励

这些退休人员将亲身经历和感悟转

化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更

期待他们将这份热情投入参与社区

治理、弘扬文明新风的实际行动中。

作为“丰宜皓雅”品牌的重要实

践，此次活动既深化了退休人员的

家国情怀，也为“长辛先锋”区域党

建品牌注入活力，让革命精神在新

时代焕发新光彩。

下一步，区人力社保局将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入挖掘区域红色

文化富矿，精心打造更多契合老年群

体精神文化需求的高质量活动，推动

光荣历史传统与时代发展脉搏同频共

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基层治理现

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银发动能”。

丰台退休人员重温红色历史

16条工作举措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先锋人社”服务站入驻北京民企会客厅
本报讯（记者 林瑶）6 月 18 日，

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先

锋人社”服务站正式入驻北京民企

会客厅，为民营企业提供一站式、全

方位的人社服务，通过精准对接和

政策赋能，助力丰台区民营经济破

浪前行。

入驻当天，丰台区人力社保局推

出了服务民营企业16条工作举措。“我

们充分整合人社部门工作职能，聚焦

民企发展痛点，整合16条专项工作举

措，覆盖全方位精准人才引育、全周期

就业创业支持、全领域和谐劳动关系

构建、全链条社保惠企帮办以及全维

度服务品质提升五大领域，为民营企

业提供从人才引进到社保惠企的全链

条服务。”丰台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据悉，16条专项工作举措重点打

通五大核心维度服务。在人才领域，通

过“高、急、特”专项人才绿色通道，激活

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创新活力；构建

“匠技丰台”职业能力体系，赋能企业技

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就业创业领域，

发挥就业创业政策的杠杆作用，打造用

工服务一站式枢纽，以“创业丰台”品牌

赛事激发民企创新活力。在劳动关系

领域，推进“仲心护航”法治惠企行动、

举办和谐用工沙龙、打造示范性“一站

式调解中心”，为民企发展保驾护航。

在社会保障领域，通过推行“集成办、跨

域办、网上办”等服务模式，为民营企业

提供多元化服务。为提升人社服务品

质，设立人社干部“先丰哨”，并开发“AI

数字人”等智能化工具，让惠企政策触

手可及。

活动现场，丰台区人力社保局联

合丰台区工商联共同举办人社政策

宣讲会，围绕企业人才政策、劳动用

工法律风险等方面进行解读，吸引

60余家民营企业参与。“今天的政策

讲解很‘解渴’，不仅解读了人才引

进、毕业生引进以及北京市工作居住

证办理等政策，还结合劳动用工法律

风险防范案例，为企业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提供实操指导。”参与活动的北

京国大能源有限公司行政经理贾欣

悦告诉记者。政策答疑专区则通过

“一对一”解答，确保企业“听得懂、

用得上”。

作为“长辛先锋”区域党建品牌在

人力社保领域的实践承载，丰台区人

力社保局着力打造“先锋人社”党建示

范品牌，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服务民

生为根本，打造“1+5+N”品牌赋能体

系。聚焦民企所盼，全力推进“先锋人

社”服务站建设，铺展广覆盖、深触达

的服务网络。

此次“先锋人社”服务站进驻北京

民企会客厅，是丰台区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区域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又一重

要举措。未来，“先锋人社”服务站将

继续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精准、高效、

便捷的人社服务，助力民营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林瑶）在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

际，丰台区以一场意义深远的红色教育活

动，点燃了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的爱国热

情。6月17日，由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主办、各街镇便民服务中心协办的首场

“丰宜同行 皓雅传薪”红色教育基地参观活

动，在承载着厚重工运历史的长辛店二七纪

念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成寿寺街道的社

会化管理退休人员齐聚于此，沉浸式重温红

色历史。

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活动作为‘京颐建新功 劳动最光荣’主题系

列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区属特色品牌‘丰

宜皓雅’的生动实践。下一步，红色教育基

地参观活动将覆盖26个街镇，惠及1300余

名退休人员，推动‘银发力量’在基层治理中

发挥独特作用。”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依托丰台

区丰富的红色资源，通过沉浸式体

验与互动式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带

领广大退休人员回溯抗战历史与早

期工人运动的光辉岁月，缅怀革命

先辈的英雄事迹，在感悟初心使命

的同时，以实际行动擦亮“长辛先

锋”区域党建品牌，为丰台区基层治

理和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

“银发力量”。

被誉为“北方的红星”的长辛

店，成为本次系列活动的首站。这

里不仅见证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

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京汉铁路工

人大罢工”，也留下了毛泽东、李大

钊、邓中夏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英雄

足迹。作为第一批全国职工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二七纪念馆内8个展

室陈列着丰富的史料、文物、油画和

模型，全景再现了中国工人运动与

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历程。

在专业讲解员引导下，退休人

员缓缓前行，不时驻足观看京汉铁

路工人使用的信号灯、罢工宣言手

稿等实物展品。62岁的退休人员丁

仂看到展柜中泛黄的《人民铁道》报

刊时，不禁轻抚玻璃展柜感慨道：

“这些实物比书本更鲜活，每一个物

件都在无声诉说着工人阶级的觉醒

与抗争。”

此次活动精心设计“三个一”教

育主线，即“一场历史回顾、一次初

心传承、一幕成果展示”。这三维主

线相互交织，构建了“沉浸式体验+

互动式教育”的独特模式。在互动

交流环节，68岁的退休人员秦立霞

现场激动地分享：“站在这里，仿佛

穿越回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深切

感受到革命先辈们不屈不挠、追求

真理的伟大精神。这样的活动不仅

让我们重温了峥嵘岁月，更激发了

心中那份永不褪色的爱国情怀和社

会责任感。”

记者观察到，活动全程体现了

对退休人员的适老化关怀。场馆

内设置了舒适的座椅，方便老人们

随时休息；清晰醒目的指示牌，让

大家能够轻松找到方向；为听力较

弱的老人配备了无线讲解接收器，

确保他们不错过任何精彩讲解；在

台阶处，还安排工作人员搀扶，细

致保障每位参与者的安全与便捷，

无不彰显着对“银发群体”的尊重

和关爱。

退休人员重温工运历史 用脚步丈量红色记忆

“三个一”创新教育模式 沉浸式互动激发“银发力量”

“丰宜皓雅”品牌再升级 为基层治理注入“银发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