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24 年 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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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宫镇 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高质量打造生态科创新城

北宫镇位于北京市西南部，区境西北部。东与宛平街道相

接；南与长辛店街道、云岗街道相邻；西北隔山与门头沟区相邻，

西南与王佐镇相接；北接永定河，与石景山区相望。总面积44.13

平方公里。曾用名长辛店镇。

北宫因帝王憩地得名，清嘉庆九年（1804）荣格郡王在大灰

厂村北樱桃园大兴土木，后称北宫，古迹已无存。

明清时期长辛店镇隶属于顺天府宛平县，西部大灰厂属于

房山县。民国初年，改隶京兆尹宛平县。1928年北京改为北平特

别市，原京兆地方所属的各县划归河北省。长辛店镇为宛平县二

区驻所，宛平八镇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宛平县署遭到战

火毁坏，宛平县署迁至镇中老爷庙。1948年仍属河北省宛平县，

同年底，属北平市长辛店区。1948年12月长辛店镇解放。

1983年政企分开，人民公社改为农村办事处，同时建立长辛

店农工商联合总公司。1984年长辛店农村办事处改为长辛店乡

人民政府。办公地点设在张郭庄村。1992年长辛店乡人民政府下

辖9个行政村公所，长辛店农工商联合总公司下辖9个分公司、6

个专业公司，办公地点同在张郭庄村。2002年2月27日长辛店乡

人民政府改为长辛店镇人民政府，辖9个行政村（村委会）、25个

自然村。2021年4月，丰台区行政区划调整，原长辛店镇正式更名

为北宫镇，原云岗街道的大灰厂地区划归北宫镇。镇政府驻地为

杜家坎南路8号。

北宫镇属燕山山脉洪积冲积地带，镇域地势西北高、东南

低。镇域内有市、区、镇管河道12条，总长约23.3km。包括市属河

道1条，为永定河；区属河道4条，为蟒牛河、牤牛河、九子河、小清

河；镇属河道7条，为李家峪沟、杨家坟支沟、九子河支沟、小清河

南支沟、小清河北支沟、龙潭沟、辛庄南沟。有北京市文物保护

单位福生寺、娘娘庙，丰台区文物保护单位和尚塔。民间艺术有

唐卡梵像、掇画、根雕、金丝掐画、火画葫芦及剪纸等。镇域内有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北京园博园、中国园

林博物馆。大枣为当地特产，每年举办金秋大枣采摘节。
■ 来源：区党史办

街镇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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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地区高质量发展开拓新局面、取得新突破。2024年，锚定建设“安全城市、品质生活”总目标，北宫镇坚持科学规划引领镇域发展，立足区位优势，构建“一环两线三区四园”发展格局，努力将“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精气神，全力建设生态科创新城，奋力谱写河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花开盛世、丰宜福台，绿水青山、今望北宫，盼‘雁’

归！”这是北宫镇致青年学子的一封家书。“看到这封家书，

我非常感动，我大学毕业后一直跟随父母创业，外面的世

界虽然很精彩，但家乡的变化更令我触动，作为土生土长

的北宫人，我愿意为村里的发展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一

位大学毕业生动情讲道。据了解，北宫镇通过实施人才“雁

阵计划”，健全完善人才招引政策、激励措施，打造青年会

客厅，举办“北宫学子家乡行”等活动，挖掘本土青年人才

216名，吸引5名优秀大学生及在外创业的优秀“归雁”人才

回乡创业、回村任职。今年，还将持续推进人才“雁阵计划”

实施，努力在引才、育才、聚才、稳才上寻求突破，逐步构建

“头雁领航、归雁助力、雏雁成长、鸿雁齐飞”的人才雁阵

格局，着力破解人才短缺、产业竞争力弱、乡村发展活力不

足等问题，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我建议要充分发挥北宫镇生态资源和能源优势，利

用光伏、储能等新能源应用和物联网技术，打造“三生融合

零碳”示范镇。依托河西地区丰厚的电力条件，推动加快河

西算力中心（数据中心）建设。”北京启明信源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董事长在区人大会分组讨论时说道。北方车辆研究

所代表也建议，“借助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在河西地区三家

头部创新院所企业优势，打造区域兵器特色智能创新产业

发展高地”。据了解，北宫镇依托党建协调委员会和商会平

台，深化与辖区科研院所和实力企业的沟通协作，先后组织

“凝心聚力 共话发展”主题活动、民营企业家座谈、“我为

北宫发展献一策”主题论坛等，主动收集并办理企业诉求

116项。通过精准服务企业，推动以商招商，着力打造招商引

资主战场、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和营商环境示范区，吸引众多

优质企业加入“北宫朋友圈”，逐渐形成了“高精尖”企业和

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核心竞争力，全力推进园博数字经济

产业园、数字科创产业园、中车一号创新产业园和智能制造

产业园建设落地，打造河西地区生态科创产业集群。

“课程非常丰富，这次来京学习不仅使我提高了政治

理论和业务本领，也让我对丰台区、对北宫镇都有了更深的

理解和认识。”京蒙协作地区干部人才培训班的一名学员讲

道。北宫镇创新集体经济发展路径，依托镇级党校，发挥卢

沟桥-宛平城、长辛店红色基因和自身绿色生态资源禀赋，

整合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红色资源，打造吃住学一体的干部

培训中心，率先在全区开创与京外干部交流合作新模式，打

开校门，宣传丰台，壮大经济，塑造丰台党建特色品牌。

今年北宫镇将进一步加强镇域统筹，用好绿色生态

资源，加大新型集体林场建设，以中华名枣园、新型集体林

场为依托发展林下经济，促进农林经济一体化，提高林地

利用率，增加集体林场经济效益，带动周边民宿、旅游业发

展，持续推动集体生态农林资源转化为农民增收致富的绿

色资本，实现生态环境改善和农民持续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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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相声演员和台下

的小朋友们欢乐互动，立春那天，北宫镇综合文化中心里笑声

不断，掌声起伏。为迎接龙年新春，北宫镇推出了“迎新春、庆

佳节”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文艺演出”“艺术培训”“电影放

映”“专场相声”轮番上演，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活动体验。

北宫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中国园林博物馆和

福生寺、娘娘庙等12处文物保护单位，南营少林会、辛庄太平

鼓、手绘唐卡等10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北宫镇整

合功能、强化服务，深化建设“一校一所两中心”，为群众提

供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近20项。创新打造“匠心北宫”“活

力北宫”“魅力北宫”“书香北宫”“志愿北宫”五大系列品

牌活动，与中国木偶剧院、中央戏曲学院、北京史地民俗学

会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形成“文化不打烊”的文化活动机

制和线上+线下的双重服务模式，年均开展群众性文化活

动300余场，惠及群众2.4万人。设立镇级文艺创作专项资

金，鼓励创作主题鲜明、富有农村特色的文艺作品，原创

舞台剧《一杯凉茶》演绎出了北宫人勤劳、勇敢、实在、善

良的精神品质，代表丰台区参加了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

大舞台”文艺汇演，深受群众喜爱。

“您好，请问您觉得咱们社区 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吗？”“叔，您给村里提提意见，镇里正在征集民心项目，有什

么困难和需求都可以提出来。”年初，北宫镇联系社区村领

导带领科室所队、各社区村干部走街串巷征集2024年度民

心项目，截至目前，进入初筛的项目已有100余项。“人老了腿

脚不灵便，原来小区路面坑坑洼洼，我去超市买东西都害怕

崴脚，这回道路终于修平了，真是太好了。”小区居民高兴地

说。北宫镇2023年创新建立“民心项目池”，统筹使用“接诉

即办”奖励资金和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着力解决了一批如

央产小区道路修复、村内供水管线水压不足等问题，主动化

解百姓身边忧心事146项。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随着中直机关、商品房

小区陆续入住和村民回迁上楼，将有约3.5万人到北宫镇开

启新生活。镇党委和政府提前谋划更好服务，及时成立服务

保障工作专班，让地区群众更有获得感，让更多新北宫人更

有归属感。

“雁归”北宫  绿色发展
驱动产业迭代升级

“十里青山半入城、一河环绕成古今”，北宫镇位于西山

脚下、永定河畔，有着山水林田湖草的自然之美和以“两山三

园”为代表的自然人文景观，森林面积达到2.98万亩，森林覆

盖率45.04%，是首都西南重要的生态屏障。走进北宫镇党校的

“乡村振兴展厅”，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正在向人们讲述

着一个个“灰山变绿谷”、“荒山野枣变身银山金果”、北京园

博园“化腐朽为神奇”的生态故事。

位于北宫镇西部的大灰厂村因开凿山石、烧制白灰而得

名，村民祖祖辈辈靠山吃山、开山挖石，由于无序、过度开采，

破坏了生态环境，留下一片荒山秃岭。2002年市、区、镇积极

争取多项林业政策开发山场、整合资源，通过数年努力，将废

弃矿山变成了山青、水秀、景美的国家AAAA级景区—北

宫国家森林公园。2008年，为迎接北京奥运会，大灰厂村集体

带头关闭了电石厂、水泥厂等村属企业。党员干部带头上山捡

石头、清垃圾、修梯田，保护耕地，大面积植树造林，积极争取

中央、市、区环保资金开展“白脸坡”、小龙泉河生态修复等工

程。依托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发展生态旅游，民俗一条街、“大

会场饭庄”开得红红火火，集体产业实现了转型升级，带动了

农民就业增收。

2023年在北京种业大会上，“长辛店白枣”作为北京特色

果品代表丰台区精彩亮相，“又大又红、又脆又甜，这个大枣真

好吃！”前来品尝的群众不住地赞叹道。谁能想到26年前，种

植白枣的中华名枣园还是一片野草丛生、荆棘遍布的荒山野

岭。自1998年利用荒山酸枣资源嫁接大枣成功后，镇政府鼓励

镇办企业在太子峪村建设中华名枣园。现园内大枣种植面积

达到350亩，种类多达100余种。长辛店白枣更是被评为国家级

“中华名果”，取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权。此外，园区还

种有樱桃、苹果、杏、石榴等10余种优质果品，以山坡丘陵造

景，营造风车木屋、绿色休闲长廊、湿地公园等生态风光，成为

远近闻名的观光采摘景区，每年9月大枣采摘季吸引大量游客

慕名前来，成功创建“两山”理论创新实践基地。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北宫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深入践行“两山”理论，不断探索“三生融合”路径，走出

一条产业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乡村振兴之路。“我们

将聚焦功能完善，推动城乡环境品质实现更好提升。”在刚刚

结束的镇党代会上，镇党委书记向代表作了报告。据了解，今

年，北宫镇将持续拆除违法建设，统筹利用疏解腾退空间，加

大“留白增绿”力度，推进实施“辛鑫园”等一批“金角银边”

工程，合理布局小微公园、口袋公园、郊野绿道，推动花园城

市建设。

青山为笔 绿水为墨
擘画山水新城新景

北宫镇

北京园博园北京园博园

▲ 大灰厂梯田大灰厂梯田

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北宫国家森林公园

 中华名枣园里游客正在采摘大枣。中华名枣园里游客正在采摘大枣。

■ 北宫镇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