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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通 讯 员 王子 薇）“万物各得其和以

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

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系统掌握丰台生

物多样性现状，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和治理水平，丰台区启动

了全地形、全要素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及评估工

作。此次调查经历了41.3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天气，

克服了50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蹚浅滩、过水洼、走

山涧，调查样方样线500余个。

首次在城六区发现亚洲狗獾分布

在河西山区，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正带

队开展动物多样性调查研究，目标是查看布设在山

间的红外相机。这些红外相机会通过红外线，自动

感应并捕捉动物的画面。这样的点位全区共有150

余处，每一处，都需要调查队员定期前往查看和维

护。在园博园，红外相机就捕捉到了亚洲狗獾，这是

首次在城六区发现亚洲狗獾分布。作为被列入《中

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亚洲狗獾以鼠

类、鸟类、昆虫、蚯蚓、植物果实等为食物来源，栖

息在森林、山坡、灌丛、田野、荒地、水渠及河谷溪

流等环境中。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分布于大兴通

州一带，随着栖息地的破坏，此后几十年间市区再

无狗獾的发现报告。

不仅是狗獾，此次调查还发现了黄鼬等在食

物链中处于中高层位置的食肉目哺乳动物，这些野

生动物在丰台地区的公园绿地长期生存、抚育后

代，标志着丰台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

生态系统结构更加稳定、生态系统质量更加优质。

“虽然上山下山路途辛苦，但是看到红外相机里又

拍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照片，就感觉很兴奋，疲惫都

会一扫而空。”调查人员如是说。

发现国家二级重点动物4种

深夜10点，调查队员出发，开始了夜晚两栖爬

行动物的调查。“很多两栖爬行动物都喜欢晚上出

来，所以夜晚调查也是重要的工作内容。”调查专家

如是介绍。夜间亮度较低，要想发现前方的动物，

就需要集中注意力观察。一路上，或行走溪边，或

跋涉草丛，凭手电筒和头灯的光，调查周边动物。身

形小巧的动物也难逃调查队员的“千里眼”。开展

生物多样性调查，调查组不仅需要深夜行动，也需

要清晨出发。“鸟类一般喜欢清晨和傍晚出没，所

以观察鸟类，不仅要起早，还要天气好。”与其他类

群的调查相比，鸟类灵活，不太容易捕捉到它们出

现的踪影，因此调查员们都练就了一双“顺风耳”。

此次本底调查记录到鸟类34科57种，发现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4种，即画眉、红隼、燕隼、雀

鹰，还记录到北京市两爬类保护物种4种（中国林

蛙、黑斑侧褶蛙、赤链蛇、白条锦蛇）。这些鸟类和

两栖动物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丰台区水环境质量的

显著提升，也证明了丰台区近年来的自然修复成果

显著，能够为候鸟、留鸟提供适宜的栖息环境。

发现国家一级保护植物3种

不仅是动物，在2mX2m的样方内，调查组正记

录着植物多样性调查。植物调查，调查人员不仅靠眼

观，还要利用嗅觉记住植物特有的味道，利用揉捻了

解植物的手感，甚至透过叶片的透光度和脉络记住

植物的信息。无论是烈日炎炎下的社区公园，还是大

雨后道路湿滑泥泞的山区，调查员们一路前行，踏勘

样线上百公里，布置样方几百个，记录到丰台区植物

121科827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3种（水杉、红

豆杉、银杏）、国家二级保护植物2种（大叶白蜡、鹅掌

楸）及北京市保护物种3种（流苏、白杄和旱柳）。

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是一项周期长、专业性强

的工作。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将切实提高工作站位，

及时调整调查方案，抓好工作落实，推进我区的系

列物种名录、调查数据有序更新。同时，持续优化研

究思路，拓宽研究方向，关注重点物种及灾后生态

薄弱区相关工作，以联通生态廊道为重点，推动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跋山涉水 徒步遍历 调查样方样线500余个

保护生物多样性 丰台在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景天香）11月1日，方庄街道星

一社区邀请社区居民开展了一期以“垃圾变废为宝 

巧手扮靓生活”为主题的手工课。

对社区居民来说，这既是一场手工课，也是一

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活动。活动开始，

居民们手中拿着自己准备的以往不穿的衣服布料，

工作人员给每位居民发放了针线、剪刀等手工材

料。手工老师耐心为大家讲解手工包的制作步骤。

在指导老师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一步一步跟

着缝制起来。回针缝、藏针缝、卷针缝……指导老

师耐心地为社区居民们讲解制作时用到的不同针

法，居民们听得津津有味、跃跃欲试，有的已经忍

不住动手实践起来。

活动现场，大家一边做一边交流，飞针走线中

时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这款手工包出门带孩

子游玩装小物件很合适，既美观又轻巧，关键是自

己做的就更有意义。” 社区居民开心地说。

本报讯（通讯员 蔡旖旎）丰台街道游泳场北

路社区两名网格员在日常巡视东大街44号楼时发

现该院内有两个井盖周边破损严重，步行或骑车

经过时存在异响，一旦有人踩空，后果不堪设想，

尤其是晚上更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网格员找到居民李阿姨了解情况，李阿姨表

示前不久院内进行了外墙粉刷施工，车辆碾压和

年久失修造成了井盖周边破损。李阿姨希望社区

能尽快解决此问题，一是院内居住的老年人多，凹

凸不平的井盖容易绊倒；二是李阿姨家居住在一

层，每当有人经过井盖，李阿姨家都能听到响声。

网格员将以上情况反馈给社区书记，随后大

家一同来到院内查看。东大街44号楼院内共有四

个井盖，已有两个井盖周边水泥破碎，容易造成老

人小孩走路时崴脚，并且影响院落环境美观。社

区立即协调了丰台火车站周边环境美化工程的施

工方负责人，当天下午工人师傅就来到东大街44

号楼院内对两个井盖进行水泥修缮加固。工人师

傅先将松动的井盖撬起来，将井口清理干净，随

后对井盖周边破损部分进行水泥抹平加固，最后

垫上橡皮筋，防止井盖发生异响。经过两个小时的

努力，井盖修缮完毕，网格员对修缮后的井盖进行

了打扫清理。最后，网格员在微信群发通知提醒居

民，并在井盖前立上锥形筒以提醒过往居民远离

井盖周围。破损井盖及时得到修缮，保障了居民的

出行安全，得到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社区行动力太强了，这下车轧过井盖再也不

会有‘咣当咣当’的响声，老人小孩走路也不用担

心被绊倒了。”住在东大街44号楼的孔大叔说道。

在微信群内，李阿姨留言，“感谢社区又为咱小区

居民做了一件好事，为你们点赞”。

本报讯（通讯员 王嘉琪）“我这有些东西，我

自己一个人搬不动，你们能帮我搬到家里去吗？”

近日，花乡街道康润南里社区居委会迎来这样一

位老人，因其想把家里的旧沙发扔掉，新沙发在楼

道里，靠一个人的能力无法将其搬到家中完成替

换，一时犯了难，再三犹豫后，老人选择向社区居

委会寻求帮助。

花乡街 道康润南里社区工作者陈旭 接到诉

求，第一时间帮助老人将物品搬到家中合适的位

置，帮助过程中了解到老人体弱、行动不便，于是社

区工作人员还帮助老人简单打扫了家中卫生，将家

中物品摆放规整，并向老人普及日常用火用电安全

知识，叮嘱老人注意身体健康，有困难及时与社区

沟通联系，切实让居民感受到了关怀和温暖。

“社区在日常工作中，已经把关爱老年人作为

一项经常性、长期性的工作。我们不仅定期入户，照

料老年人生活，及时帮助老人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更为社区老年人定期举办健康讲座、义务诊疗，提

高老年人健康意识，丰富老年人社区生活。在今后

的工作中，社区还将继续提升服务质量，为提升社

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不断努力！”康

润南里负责人说道。

“社区真是我们的贴心人，谢谢你们。”老人

握着社区工作者的手多次表示感谢。

旧物改造
变废为宝

修缮井盖
消除隐患

帮助老人
顺利搬家

本报讯（通讯 员 刘子 杰）福宜街位于右安门

街道，全长2.5公里，共有商务楼宇8栋，经营面积

28 .6万平方米，入驻企业147家。以前，这个区域流

动人口聚集、游商地摊遍地，环境秩序差、道路泥

泞不堪、居民意见多。近年来，右安门街道坚持党

建引领、科技赋能，以疏解推发展、以环境促发展、

以合作谋发展，通过“门前三包”责任落实的小切

口，带动“治危、治乱、治脏、治破、治旧”工作的整

体推进，提升环境品质、提高经济活力。昔日的旧村

庄摇身变成现代化宜居宜业的新街区。

从蛇口招商到昆仑中心，是福宜街商户聚集

的地段。马路南北两侧聚集着餐饮、酒店住宿和银

行金融等服务企业，原平房区腾退拆除后，建成了

城市绿心公园。马路南侧的亚林西8、9号院为回迁

小区，目前共有3780户。两院中间设置2万余平方

米的步行街，步行街道路两侧修建坡地景观，搭配

各种绿植、路灯等绿化设施，搭建活动场所及休闲

健身场地，为居民提供了优美宜居的环境。

近年来，随着右安门街道办事处推动“非公党

建”、“街巷长制”、“数字化城管”、架空线入地、道

路改造、规划停车位等多项举措，全方位开展福宜

街环境秩序治理，使街巷面貌焕然一新。良好的街

巷环境秩序，助力支行的业务也好了起来。街道栽

下好环境的“梧桐树”，也逐步引来了更多的“金凤

凰”，从第一家银行落户福宜街，到现在越来越多的

银行进驻福宜街，逐步形成了规模化的“金融圈”。

福宜街由“瓦片经济”向“楼宇经济”的转变，

体现出只有扎实开展“精细化”治理，下足“绣花

针”的功夫，辖区的环境建设才能更上一个台阶，

商户、居民的幸福感才会更加浓烈。右安门街道也

将按照“123”工作法，紧靠“一个中心”、扎实“两

个楼长”、拓宽“三方共管”，走好福宜街的“门前三

包”精细化治理之路。

“共管门前事”，“管”的是自家的“门面”，

“亮”的是 街区 环 境。通 过各方 齐动手“穿 针引

线”，福宜街的精细化治理也将“绣出新图景”。

本报讯（通讯 员 蔡一熙）西罗园街道有一群

平凡而重要的社区工作者，在每天的日常工作中默

默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幸福安康。

老人不慎摔倒 社工暖心呵护

10月26日上午，西罗园四区两名工作人员在巡查

时发现8号楼南侧有一位老人摔倒，便立刻上前询问

身体状况，一位干部立即联系社区卫生站的王医生

到现场进行听诊和血压检查，另一位干部借来轮椅

扶老人坐下，安抚她的情绪。经医生确认可以回家休

息后，两人一起把老人扶上楼送回家，并嘱咐老人及

时敷药减轻疼痛，留下联系方式后才离开。

发现晕倒居民 及时提供救助

10月19日下午，角门东里二社区居委会来了一

位十分着急的老人，“快去看看，有人在小广场晕倒

了！”社区书记闻言，立即带着急救用品跑向54号楼

前的小广场，并联系最近的社区卫生站提供救助。

“你们俩疏散居民，你核实身份后联系家属，你协

调120，快！”安排好分工的同时，社区书记与卫生站

护士迅速采取急救措施，帮助晕倒的老人恢复意

识，随后协调120急救车将老人送往医院，家属也在

社区人员的联系下及时赶到，当晚老人已无大碍。

“幸好遇到你们，真心感谢大家”，陪同家属感

动地说道。10月17日上午，角门东里三社区工作人员

在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倒在地上十分虚弱，随即联

系120急救中心，协调志愿者第一时间疏散围观群

众，保持空气流通，为其扇风、喂水、按压人中，帮助

他恢复意识后，工作人员及时联系家属赶往现场，将

男子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争分夺秒 勇救落水女子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社区工作者，有时不仅局

限在小区里。10月19日上午10时许，洋桥村社区接到

居民电话，反映有人意图在马草河轻生。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看到一名女子在水中挣扎，河

水已没过鼻尖，动作越来越迟缓。不容耽搁，社区

干部王同伟二话没说，跳入水中迅速向女子游去，

由于水流湍急，加上衣服吸水，王同伟很快便感到

吃力，但救人的信念支撑着他往前，此时，另一名路

过的民警周锦万也跳入水中，与他一起配合将落水

者送往岸边。上岸后，二人已经筋疲力尽，但王同伟

仍迅速为已经休克的女子按压心肺、排出大量河

水，女子很快恢复了呼吸。在场的其他工作人员也

及时拨打120并将其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

这样的暖心故事时常在上演，在关键时刻向

前一步的他们，也许只是千千万万个家庭中那个备

受宠爱的孩子、那个温柔贤惠的妈妈、那个牵挂家

人的爸爸，但是，当群众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便是

奋不顾身的先锋战士、是守护万千家庭更加美好

的社区工作者，为群众提供最直接的后盾保障。

福宜街“门前三包”精细化治理显成效

守护群众安康 我们一直在路上

未诉先办

昔日旧村庄变身现代化新街区

商户代表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福宜支行行长 范静：

还记得刚搬来福宜街时，整条街坑洼不平、

破烂不堪，整体较差的市容环境状况让支行的业

务开展也雪上加霜。我们作为“门前三包”的责任

主体，虽知其然，但就是“包”不起来。

社区（村）代表
亚林苑二社区书记 张濛：

我们社区持续宣传动员让商户主动“三包”，

组织沿街单位逐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并将

告知书公告牌上墙，责任区范围、“三包”内容、举

报电话一目了然，让群众随时监督。同时深入门店

和商超加强宣传指导，向门店负责人宣传“门前三

包”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四至”范围和标准。除日

常巡查中的宣传动员，社区还结合创城和创卫检

查，开展周末大扫除和垃圾分类讲座等活动。

环保我先行 方庄街道

丰台街道

花乡街道

右安门街道

西罗园街道

工作人员在山间布设红外相机，用它自动感应并捕捉动物画面。工作人员在山间布设红外相机，用它自动感应并捕捉动物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