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23 年 12 月 6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窦立敏 邢艳霞  美编：张静  校对：李月倍增追赶 合作发展

西罗园街 道位于区境 东北部。北 至北

京 南 站 南侧，与 右安门 街 道、西 城区 陶然

亭 街 道、东城区 永外 街 道 相邻；东 至 永外

大街，与东铁匠营街道接壤；南至南四环中

路，与南苑街道相邻；西至右安门外大街小

草桥路口，与新村街道、右安门街道相连。

1 9 4 9 年 后 属 南 苑 区（北 京 市 第十 四

区）。1958年，南苑区撤销后属丰台区南苑乡

（南苑红 旗人民公社），居民分别属右安门

街道办事处和大红门街道办事处。1983年，

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此统建居民区，因始自西

罗园村（又称西罗家园），统建单位名西罗园

居住区，随着居住区开发建设，大量城市居

民搬迁到此。1988年5月，正式成立西罗园

街道办事处。辖区范围从右安门、大红门街

道办事处地域析出。2021年街道区划调整，

大红门街道办事处西小区社区、金润家园社

区、怡然家园社区、西马场北里社区，原南苑

乡福海棠华苑社区划归街道。办事处驻地为

洋桥北里9号。

街 道 辖区原为农田菜地，后 逐渐 形成

西罗园住宅区。辖区经济以餐饮、服务业为

主，主要分为化工建材、皮革加工、汽车运

输与修理、食品与服装加工等。辖区西南凉

水河 畔是 万 芳 亭 公 园，为国家 A A 级 旅 游

景区。有中国评剧团、北 京 京剧团、中国肉

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等单位机构和企业48 

家，职 高 1 所，中学 2 所，小学 6 所，幼儿园6

所，医院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个，社区服

务站16 个，社区敬老院 床位数10 0 张，有公

共图书馆11个，藏书22万册，体育场地2处。

河流有凉水河、马草河、旱河等。凉水河由

西北至东南蜿蜒而过，长2000米。马草河、

旱河于海户西里住宅区南侧汇入凉水河后

流入大红门街道。
■ 来源：区党史 办

西罗园街道

街镇档案

西罗园明代为罗姓庄园，因兄弟分家

成为东、西罗园两个自然村落，因街道设在

西罗园，故名。

辖区原为永定门、右安门外的西罗园、

洋桥、马家堡、角门、花椒树、四路通、果园、

石门石马坟、北甲地、四顷三、北天津庄等自

然村落。东南的果园在明清时期是皇家果

园；东北的石门原有石牌坊，是董姓墓地：西

北的花椒树所产花椒曾进贡给皇室；西南

的西罗园在明代已有村落，是罗姓庄园。

丰台地名故事

本报讯（通讯员 蔡一熙）为贯彻落实丰台区委

区政府“倍增追赶、合作发展”的工作部署，西罗园

街道深挖辖区资源禀赋，打造发展新名片；全力优

化营商环境，盘活市场资源；积极建设活力地标，

推动发展普惠民生，为城市更新注入新鲜血液。

西罗园街道主动融入全区发

展大局，立足辖区产业分布，深挖

空间资源，找准坐标定位，街 道党

工委因地制宜，研究确定了“233”

发展格局，为推动丰台发展变革贡

献力量。

区位人文优势 
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

首先是区位优势，西罗园毗邻

北京南中轴，背靠北京南站，借助

南中轴 规 划建设 契 机，发 挥重 要

交通节点作用，推动地区高质量发

展；第二大优势是生态和戏曲文化

优势，“三河三剧”汇聚西罗园，利用

凉水河、马草河、旱河三条水系周边

的闲置用地、低效房屋、现有绿地，

打造三条绿脉，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同时发挥地区戏曲文化特色优势，

举办戏曲文化活动，联系中国评剧

院、北京京剧院、北京市曲剧团等为

辖区居民提供优质专业演出。

三大支柱产业，开启辖区新局

明确生活性服务业、文化科技产业、城市

更新产业为辖区三大支柱产业。生活性服务业

方面，在已有的便民生活圈基础上持续优化社

区便民服务点建设，打造多个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集群，做好商业网点建设及品质提升。目前已

建成商业便民服务网点389家，三种以上业态

的综合商业体3家，全力打造特色化、智能化、

连锁化、便利化商业网点，构建多元场景，对标

“七有”“五性”首善标准；文化科技产业方面，

借助中邮产业园、创享空间、七克拉等商业聚集

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做好政策宣传及企业

服务；城市更新产业方面，引入社会资本提升

辖区基础设施建设，今年5月对辖区两处闲置空

地进行施工、平整硬化，历时30余天建成西马

停车场和首座绿洲停车场，增加304个车位，其

中含残疾停车位6个，极大地缓解了周边小区居

民的停车难问题。

此外，街 道紧抓安全生产、接诉即办、环

境秩序三项重点工作，安全生产方面健全常态

化管理机制，坚决守住安全底线；接诉即办方

面精准感知社情民意，以市民诉求驱动社会治

理；环境秩序方面持续发力改善，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把重点工作贯穿街道工作全领域，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工作台账、压实任务

职责，强化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实干笃行、行稳致远。

万家灯火映辉煌，车来人往谱华章。西罗园街道一手抓经济

建设，一手抓民生保障，让发展成果普惠民生，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期待。一项项具体而微的利民举措，一个

个可感可触的生活改变，让辖区居民在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

中感受“幸福加码”。

打造多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按照“七有”“五性”要求，街道积极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扎实开展宣传引导、民意调研、网点摸排、整合资源等工

作，继5月四路通生活圈顺利通过市级评估验收之后，11月银泰生

活圈通过市级评估验收，并取得优秀等级。立业大厦生活圈将于

明年迎接市级评估，预计将为周边8个社区群众提供十五分钟生

活圈便利服务。

四路通生活圈北至革新南路，南至三环路，西至北京南站

路，东至丰台区与东城区边界。覆盖9个社区：西罗园第一社区、

西罗园第二社区、西罗园第三社区、西罗园第四社区、洋桥东里

社区、洋桥西里社区、洋桥北里社区、四路通社区、花椒树社区。

可为居民提供生活购物、基础教育、休闲健康、便民医疗、社区养

老、社区服务等方面服务，圈内医院、学校、餐饮、便利店、菜店、

药店、酒店等业态种类齐全，数量丰富，还有万芳亭公园、中国评

剧院等文化娱乐休闲场所，与居民需求高度匹配。  

银泰生活圈北至角门路，南至南四环中路，西至马家堡路，

东至马家堡东路，覆盖7个社区：金润家园一社区、金润家园二社

区、金润家园三社区、怡然家园社区、西马场北里社区、西马小区

社区、福海棠华苑社区。130家网点可满足居民生活购物、基础教

育、休闲健康、便民医疗、社区养老、社区服务等方面要求。

建设大型商业综合体

银泰综合百货商场位于马家堡东路101号院10号楼，周边住

宅集聚、交通便利，拥有8万㎡高端商业。为周边30余社区提供零

售、文化教育、餐饮娱乐等多样服务。今年围绕丰台区一店一策

和活力中心打造主旨，银泰百货完成了对地铁接驳、主入口、三

到四层卖场设备共计1.1万㎡的升级改造，仿古中庭、“银安泰和

坊”等精致景观营造了南城独有的文化氛围，立足打造“国潮美

学发声地”，并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消费季活动，传递“逛街来银

泰，国潮新京彩”的门店主张，更好地为周边群众提供更加全面

暖心的服务。

熙罗MORE坐落于马家堡路20号院3号楼，东临马家堡东

路，西临马家堡路，1公里内可上南二环、南三环，周边有地铁4号

线、14号线、8号线、10号线，与北京南站直线距离仅500米，总

建筑面积2万余㎡，可满足商业、养老、办公等多元需求，向北承

接首都功能核心区，向南延伸首都商务新区，向西接壤丽泽金

融商务区，向东辐射国贸商务区，是未来拓展首都功能的重点

地区。

下一步西罗园街道将以“一线两点”为抓手，促进辖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积极构建辖区“一线两点”经济发展新格局，抓住南

中轴规划发展契机，结合辖区戏曲资源为“一线”——“点靓凉

水河”注入文化元素，以洋桥以北精品街和洋桥以南银泰百货为

“两点”，着力优化辖区营商环境，带来更多商业资源，为辖区注

入有力的经济血液。同时，不断健全街道合作发展专班制度和运

行模式，强化“丰九条”和各项政策宣传，助力推动街道成为北

京南中轴发展规划的商务走廊板块。

纾困惠企，打造“近悦远来”营商环境

普惠民生，实现百姓幸福向往

西罗园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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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园街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化党建引领，结合自身

实际，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实现优质资源对接和企业合

作共赢，全力打造“近悦远来”营商环境，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动能。

精准服务企业

今年以来，党工委班子成员带队走访辖区企业100余家次，解决企业关

于人才引进、公共服务、政策咨询等诉求99件。在银泰百货改造期间，街道

多次组织协调会，吹哨寻求交通委、住建委、城管委、规划局、消防大队等部

门支持，顺利完成60余品牌的商装升级，同步引进27家新进品牌；对接区人

社局等职能部门，为华永集团协调留学人才落户，为中国邮电器材北京有限

公司增加办理工作居住证名额；协调区应急局为北京杭氧深冷技术有限公

司办理相关许可证事项等。

优化营商环境

成立街道合作发展专班，全面提升财源建设工作效能。搭建协调平台，

积极与规模税源企业进行洽谈，重点力攻工商注册和纳税异地分离企业，

成功迁回异地税源企业1家；严格落实《丰台区加快实施倍增计划追赶行动

推进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2023-2025 年）》、“丰九条”、“高新八条”等惠

企政策，打造良好营商环境。2023年新注册企业583家，同比增长5.6%，新

迁入企业17家，其中注册资金5000万元以上企业7家。

盘活空间资源

紧抓商业体建设及招商工作，现存闲置在招商空间47万㎡，其中有两个

大型商业综合体，分别是熙罗MORE和华泰23号楼，街道将积极协调优质资

源，持续做好招商引资服务保障工作，加快推进商业体运营项目落地。

盘点辖区资源空间10余处，梳理可开发产业空间约27万㎡，推进城市更

新项目，对接区农资委将已拆除的海户西里甲36号地重新绿化美化进行招

商，用于体育场地建设；对接区商务局，挖掘中国邮电器材北京有限公司废

旧厂房资源，建设中邮AITO超级体验中心（华为汽车AITO项目），做好跟进

式服务；对接首钢篮球队、中铁建发展集团盘活角二社区废旧厂房，拟打造

体育产业项目；对接区科信局走访中邮产业园B区空置厂房，解读《丰台区

科技企业孵化机构认定管理办法（修订）》，探讨孵化器及众创空间建设事

项，推进辖区科技创业生态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