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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颖）
如何将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
遗留问题的政策落实为送到
居民手中的“大房本”？和义
街道构建了“信息+行动”双界
面协同机制，打通历史遗留难
题的解决通道。这一实践，日
前获评 2024 年全国新时代“枫
桥经验”优秀案例，全国共评
选出 100个。

2021 年，自然资源部发布
一号文件——《关于加快解决不
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
通知》，提出为政府主导的安置
房、棚改房、经济适用房等项目
中土地手续不完善的补办用地
手续。

宏观政策指明了方向，但具
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以和义
街道为例，它是为 20世纪 90年
代老崇文、宣武城区改造迁出居
民新成立的街道，街道部分区域
还是从大兴区划转到丰台区的，
很多相关证据和资料已经丢失
或缺漏，有的开发建设主体都追
溯不到承继单位。

和义街道和规自分局不动
产登记中心、区房管局等对接，
从信息界面和行动界面入手，
梳理出不动产登记的权利主张
程序，并明确了多主体联建、主
体灭失由属地代为办理等具体
的操作程序，打造了线上的综
治维稳信息化平台和线下的一
站式矛盾排查化解平台，形成
法治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

“通道思维”。
“我们实地走访、接待居民

12批 500余人次，联动区级单位
和街道各部门，召开了 30 多次
房本办理协调会。”和义街道信
访工作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
40栋楼 2064户承租房的“房改”
路径得到明晰，已帮助 330户居
民取得了不动产证，之后将陆续
为符合政策要求的居民办理房
产登记。

和义街道的“信息+行动”双界面协
同机制为新时代基层发扬“枫桥经验”
破解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具体的分析
框架和行动参考。如今，和义街道逐渐
形成了“思想共识深度凝聚、平安网络
细密编织、秩序活力有机统一”的“善治
和义”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打造基层治
理新“枫”景的探索还在不断继续。

丰台企业建设的全国最大共享储能机柜投运
本报讯（通讯员 刘亿寰 马文浩）近日，中

关村丰台园企业北京天启鸿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天启鸿源”）在河北省承德市自
主开发、自主建设运营、核心设备自主设计制造
的功率 355兆瓦/容量 920兆瓦时的共享储能项
目一期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全国目前规模最
大的共享储能机柜正式接入电网。

该项目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
县，采用创新共享储能模式服务该地区 13个新
能源项目，为区域新能源配储提供了重要支持，
进一步助力京津冀地区节能减排。该项目还实
现了储能装置、220千伏变电站在 24小时内一次
性并网成功，展现了高水平的工程建造质量和

高效的管理运作体系。
据了解，北京天启鸿源为中关村丰台园新

能源领域上市企业，该项目融入了多项在全国
储能领域领先的核心专利技术，全面提升了储
能系统的性能与可靠性。通过插箱优化器技
术，项目最大限度释放了每一颗电芯的容量。
此外，独特的热管理设计使得单簇电池温差不
超过 3℃，从根本上优化了电池的一致性和运行
效率。同时，结合主动 10A均衡技术，该系统可
同时对 400颗电芯进行均衡调节，进一步提升系
统运行的稳定性。EMS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则
基于先进的时序AI算法，对电芯的运行状态进
行实时判定与优化调度，使得整个储能系统的

循环寿命逼近单体电芯的设计寿命。
“上述技术的协同应用，使得储能系统不仅

可以满足电力系统的一次、二次调频需求，还能
承担黑启动、调峰等多种电力辅助服务，为电网
的稳定运行提供坚实保障。”北京天启鸿源相关
负责人说。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北京天启鸿源统筹协
调各方力量，周密部署，在短短 4个月内完成了
从设计到并网的全部工作，并在调试阶段密切
关注设备运行指标，快速解决现场问题，最终
实现了机组的一次并网成功，并网过程“丝滑”
高效。

（下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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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享丰台冬日暖阳

走好法治乡村建设的“最后一公里”为基层治理注入新动能

丰台区聘任56名“法治副村长”

助力京津冀地区节能减排

启航法法

12月到来，冬天的故事悄然开启。出去走走你会发现，寒风中的丰台处处氤氲着温暖，这些美好如同一缕暖阳，诉说着冬日里的宁静与温
情。图为世界花卉大观园里，一对母女正在喂鸽子，享受冬日亲子时光。姜灏 摄

● 丰台区的“法治副村长”由政法单位、大学院校、优质律所的

法律人才担任，按照“一村一人”原则覆盖全区56个行政村

● 聘任的56名“法治副村长”包括2名国家法官学院教师、6
名市政法单位政法干警、20名区政法干警、6名区委办局中层以

上领导干部，3所高校7名教授教师，7家律所15名律师

本报讯（记者 赵自谦 通讯员 王晖 冯玉
英）12月 3日，丰台区举行“法治副村长”启动仪
式，统筹市区两级政法单位、大学院校、优质律
所的法律人才，按照“一村一人”原则，在 56个行
政村设立“法治副村长”。与此同时，丰台区法
治促进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实现法务区机构实
体化运行。

近年来，丰台法治建设驶上“快车道”，从发
布丰台法务区规划建设蓝图，到打造京津冀协
同发展法律服务新高地，再到健全覆盖城乡的
现代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如今，又为基层治
理带来新思路，设立“法治副村长”，走好法治乡
村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仪式上，区委书记王少峰表示，“法治副村
长”要把服务群众作为出发点，把增强法治意识
作为着力点，培育农村干部群众办事依法、遇事
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意识，有效
发挥法治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对农
村改革的引领作用、对乡村治理的保障作用、对
政府职能转变的促进作用，努力开创法治助力
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地生根
矛盾源头“吹哨员”化解纠纷心结

在丰台区 56 个行政村中，新时代“枫桥经

验”持续在探索中生发出大量新思路，不断与时
俱进、迭代升级，体现了旺盛的生命力。

例如在花乡街道新发地村，出租单位多、外
来人员多，辖区内新发地市场里来自全国各地
的 4500家商家，每日流动人员就达到两万多人，
这样的村子怎么治理？新发地村巧妙解锁基层
治理新方法：新发地市场聘请专业律师和人员
成立调解委员会，快速、高效调解商户纠纷；村
里聘请法律顾问，对村集体的重要合同和协议
进行严格审核，最大程度维护村集体利益；村里
还培养了 14人的普法志愿者队伍，让村里矛盾
纠纷逐年减少，村域更加和谐……这些方法都
为丰台区法治乡村建设带来了新思路——聘任

“法治副村长”。
“法治副村长”上岗，助力法治乡村建设“最

后一公里”。启动仪式上，宣读了“法治副村长”
工作规则。他们将负责宣传与农村地区群众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引领乡村治理，参与乡村法治文化建设，
为改善村域社会治理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建
议。首届“法治副村长”任期一年，一年后根据
履职情况，重新聘任人员。

除了“法治副村长”，丰台区还积极探索创

新，推广“金融副村长”“科技副村长”等工作机
制，进一步强化乡村治理能力，建立健全多元共
治的基层治理体系，为推动农村高质量发展提
供保障。

联动多方力量 矛盾化解各展所长
社情民意“传递员”走进居民生活听民生

“我们将建立原有的基层法治资源与‘法治
副村长’的沟通联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北宫
镇党委书记夏远峰表示，“法治副村长”们可以
运用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及时化解农村各类
矛盾纠纷，并且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
助，切实维护村民合法权益。

据了解，丰台区的“法治副村长”由政法单
位、大学院校、优质律所的法律人才担任，按照

“一村一人”原则覆盖全区 56个行政村。聘任的
56 名“法治副村长”包括 2 名国家法官学院教
师、6名市政法单位政法干警、20名区政法干警、
6名区委办局中层以上领导干部，3所高校 7名
教授教师，7家律所 15名律师，通过联动多方资
源共同促进乡村法治建设。

（下转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