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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代表委员看丰台

记者：现场我们邀请到的人大代表是王继
云。王代表，请您向观众朋友们作个简短的自
我介绍。

王继云：我来自北宫镇代表团，在北宫镇工
作多年，亲眼目睹北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过
去的瓦片经济，到迈入“倍增追赶、合作发展”的
快车道，区委赋予了河西地区新的发展理念。围
绕“科技绿谷 山水新城”建设，让百姓倍感振奋。

记者：作为一名基层人大工作者，请您谈谈
如何发挥乡镇人大的作用？

王继云：首先，人大代表是基层社会治理的
骨干力量，在“接诉即办”工作中，我们会组织代
表深入选民中开展“寻诉即办”，将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纳入“民心项目池”。2024年，通过党委
统筹、人大监督，用 48万元为太子峪村进行自
来水管线维修，解决了 125户村民“用水难”的
问题；考虑到北宫小学学校门口道路狭窄，接送
孩子时容易造成安全事故，我们将拆违腾退空
间改造成家长等候区，实现环境和安全的双提
升。2024年完成 210项民心项目，目前正在组
织代表对 2025年的项目进行走访征集。

北宫镇璟博苑及周边小区群众诉求较多，我
们的镇人大代表李俊霞曾是经验丰富的人民调
解员，于是由她牵头成立代表议事点，协调社区、
物业和选民坐在一起面对面进行协商。2024年，
群众集中反映小区污水站异味扰民，她多次组织
三方议事，参与“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监督污水
管线改造的全过程，有力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人大代表来自各行各业，是推动和服务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北宫镇商会 5名副会
长中，就有 3名是市、区人大代表，会长是镇人
大代表。他们在优化营商环境、对口协作、助力
地区发展上都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2024 年，我们邀请了中央党校教授、市农
委领导围绕新质生产力和乡村振兴条例作了专
题辅导，并组织代表到密云、成都、湖州、雄安新
区等地考察调研。三级人大代表共同研究北宫
镇下一步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思路，并对如何
聚焦“两园一河”深化“一廊八品”，做好“京彩灯
会”的“后半篇文章”提出了意见建议。

为加快落实区委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高质量城市化的目标要求，我们的基层

人大代表们群策群力，以大灰厂地区为样本，研
究提出关于探索构建村居混合“大党委制”的建
议，书记由我们人大代表担任，助力破解城乡治
理的难题。

同时，我们创新了“代表+选民+政府”三方对
话的监督方式，让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监督政府
的作用更加直观，使三方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对
话中提出的关于完善北宫镇养老体系建设的建
议有效推动丰台区首家区域养老服务综合体落
地，为“老老人”提供家门口的普惠养老服务。

记者：您是一名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同时
也是区人大农村委员会委员，请您介绍下农村
委员会的工作。

王继云：2024 年，我跟随区人大农村委进
行了一系列的工作调研。围绕农村集体产业发
展和农村增收致富，到樊家村健康文化产业园、
花乡青旅科创园开展视察调研；聚焦河西地区
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市政道路等，到河西第三
水厂、芦井路西延工程、种子大会基地和地铁 1
号线支线王佐停车场开展视察调研；为进一步
提升农村地区综合治理水平，深入东安街平房
区、沙岗村等地开展专题调研。通过这些调研，
让我有机会更加全面地了解到全区有关农业农
村的工作，对农村基层治理和集体产业发展有
了更深的认识，对我今后意见建议的提出和本
职工作都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

记者：王代表，听了今年丰台区的政府工作
报告，您最关注哪一点？有什么感受？

王继云：今年的报告主题鲜明，内容全面，
实事求是地总结了 2024 年的工作成绩，明确
提出了 2025年的工作目标，思路清晰，重点突
出。其中我最为关注的是“全力打造河西地区
服务保障首都功能新前沿”的工作内容，特别
是加快地铁 1号线支线建设、加快实施北宫低
空技术创新园、深化“两园一河”联动发展、加
快北京十中国望府校区和人大附中园博校区
的建设等，让我对河西地区未来的发展充满了
信心和希望。作为人大代表和基层人大工作
者，我将积极贯彻落实报告的精神，始终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并结合本职工作，将人民
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来，为丰台区
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文/记者 李磊 裴莹莹 贾慧娟 崔红霞
葛毅

基层人大代表群策群力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丰台区人大代表、北宫镇人大主席 王继云

跟着代表委员看丰台跟着代表委员看丰台———访区人大代表王继云—访区人大代表王继云（（右右）。）。孙昊孙昊 摄摄

人文环境有温度
近日，在区非遗体验展示中

心，一场别开生面的体验活动正在
进行，玲珑枕制作技艺传承人刘艳
鸿在给孩子们讲解香包的制作流
程，孩子们学得有模有样。“缝制香
包非常好玩，同时我还可以体验到
传统文化，把它传承下去。”一名正
在缝制香包的学生说道。

这是丰台区搭建人文平台的
一个生动写照。一年来，丰台区特
色人文环境愈加浓郁，“五气连枝”
的城市气质深入人心。国家自然
博物馆、中央芭蕾舞团等一批国家
级重大文化设施项目接续落地，

“宛平博物馆之城”正式开城，全市最大片
区类城市更新项目长辛店老镇样板区域精
彩亮相，成功举办北京史上规模最大的“京
彩灯会”，联动中国戏曲文化周累计接待游
客 73万人次，打造文商旅融合的北京文化
新地标和夜经济新场景……

产业环境有活力
“这里高楼林立，资金、人才、信息奔

涌，1226 家企业入驻，全口径税收 73.3 亿
元。”李声作为丽泽商务区管委会主任，见
证着丽泽日新月异的发展，“丽泽在全区的
产业版图中占据‘C位’，为丰台的产业环境
注入了蓬勃动力。”此外，中关村丰台园活
力持续迸发、南中轴地区转型发展步伐持
续加快……丰台区产业发展活力满满。

近年来，丰台区坚持创新驱动，始终把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支撑，重
点功能区引领效能更加显著，锚定低空技
术、生物医药大健康、商业航天等新领域新
赛道，率先打造首都低空技术产业发展示
范区，揭牌成立天坛智能医工产业园、丰台
卫星互联网产业园等特色园区，未来产业
布局更加清晰；净增国高新企业 537家，同
比增长 17.3%；“两区”建设新增入库项目
461个，储备投资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171个，
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更加强劲。

生态环境绘新绿
2025年的第一天，市民陈先生带着妻子

和孩子来到北京城南新地标——南苑森林湿
地公园，登上燕景台，看到远处的山峦如同水
墨画，衬托起CBD、丽泽金融商务区等北京地
标，顿觉心情舒畅。“早就听说这个观景台是个
热门打卡点，今天总算见识到了。”陈先生说。

2024年，丰台区花园城市建设全面启动，
生态环境更加宜人。高质量推进“两园一河”
联动发展，举办花园城市建设大会，开展“三
大门户”周边及重要廊道沿线绿化美化，打造
草桥、科技园区2处花园城市建设示范区，永
定河13公里亲水廊道建成开放。南苑森林湿
地公园重现万亩绿地景观，燕景台、小龙河成
为首都市民争相打卡的最美风景。

生活环境更舒心
去年10月，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造项

目黄土岗片区签约工作在位于丰台南路的签
约点如期启动，400余名签约村民怀着对未来
生活的美好憧憬与期待早早来到签约现场。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村里的家庭大都是三四
代人一起住在平房里，早就盼着“上楼”。

一年来，丰台区率先谋划和启动首批 7
个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总投资
达 911 亿元，项目数及投资额均居全市第
一；大力推进教育、卫生强基固本，新增中
小学学校数、学位数为历年之最，集团化办
学覆盖全区近 80%中小学校，公立医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医联体覆盖率达 100%……

安全环境有保障
属于丰台的惊喜还远不止于此。丰台

区加强精治共治，区域安全发展基础更加
巩固。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持续提升，创
新建立“民生项目池”工作机制，推动两批
次 443个重点民生项目落地解决。推动社
区共建共治共享，深化拓展“永善劝导队”

“四路通”“窦志联”等特色志愿服务队，打
造“丰台好人”“丰台好邻居”“社区合伙人”
品牌……

“我眼里的丰台是绿色的，是充满朝气
的，是有着无限希望的。”“我所在的丰台，
出门就是小花园，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
学校，医疗越来越好。”……这是众人心中
的丰台，它正以崭新的姿态锚定“魅力之
城”“活力之城”“幸福之城”“花园之城”“和
谐之城”建设，在首都现代化建设中续写绚
丽华章。 文/记者 张怡飒

全方位、多角度建设高品质花园城市
打造宜居生活
丰台区政协委员、北京中企规划院院长 黄永刚

记者：黄委员，您作为总执笔人，参加了“建
设花园城市，打造宜居生活”的调研工作，请您
给大家讲讲调研选题的产生过程。

黄永刚：2024年，北京市发布了《关于全面
建设美丽北京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的实施意见》和《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
（2023年—2035年）》，明确了建设天蓝、水清、
森林茂密、园林遍布、秩序井然、和谐宜居的花
园之都的发展目标，这标志着首都花园城市建
设进入了全面加速的新阶段。丰台区作为“首
都前院、城市门户、文化客厅、生态屏障”的关
键作用更加突出，花园城市建设要求更高、影
响更大。研究建设花园城市、打造宜居生活，
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入贯彻，对于提
升丰台区的城市品质、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实
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促进生态
文明建设具有极大的助力作用，进而有力地推
动高质量发展。

记者：刚才您介绍到，丰台区花园城市建设
工作已经开始，请您具体介绍一下发展情况。

黄永刚：区委书记王少峰在丰台花园城市建
设大会上指出，花园城市建设是关系城市发展全
局的深刻变革，是助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
擎。丰台区建设花园城市具备坚实基础，包括地
理生态优势、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完善的市政
基础设施、强劲的产业与经济支撑、有力的政策
与资金支持，以及广泛的居民参与和支持。

近年来，丰台以“绿城九法”为路径，全面推
进“三道工程”和“金角银边”建设，打造花园城
市示范街区、城市画廊等示范项目，营造高品质
生态环境。目前已初步构建起首都城南生态的

“四梁八柱”，“一轴、两带、四区、多廊、多园”的
绿色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全区已拥有 115家公
园，规模可观的义务植树重点纪念林也已落
成。永定河水岸森林廊道、湿地滨水景观汇聚
成亲水绿色走廊；久敬庄公园、三营门公园等一
批特色鲜明、文化氛围浓厚的精品公园实现百
姓家门口的公园梦；千灵山风景区、北宫国家森
林公园等丰茂的森林资源串联形成西北部浅山
区生态绿屏。

记者：对于丰台花园城市建设、打造宜居生
活，调研报告提供了哪些建议？请您具体介绍
一下。

黄永刚：丰台区在花园城市建设的道路上
积极吸取其他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有针对性
地推进各项工作，以期实现“丰宜福台 锦绣花
城”的发展目标。

第一，实施新发展理念，确保高起点规划。
以花园城市建设理念为基础，构建系统化标准
体系，优化生态空间布局。结合丰台区特色，进
行顶层设计，制定花园城市指标体系，探索示范
推进模式。构建“八度空间”体系，即居民满意
度、生态健康度、文化丰富度、城市美誉度、创新
发展度、社会和谐度、公众感知度和全民参与
度，全方位、多角度地打造高品质花园城市。

第二，注重可持续发展，坚持高品质设计建
设。以高标准城市设计塑造丰台特色景观风
貌，推动人城产绿融合。建设“一远（郊野公园）
一近（口袋公园）”“一老（康养公园）一小（儿童
公园）”“一文（文化公园）一体（体育公园）”等百
姓需要的公园。大力推行海绵城市场景建设，
全面增强公园绿地系统功能。

第三，转变管理方式，推动高水平社会治
理。积极建立公众参与渠道，促进跨部门紧密

联动合作，精心打造服务品牌，显著提升花园城
市影响力。

第四，深化创新驱动，促进花卉产业高质量
发展。围绕重构“花乡”、促进“花科”、打造“花
市”、建成“花城”、凝聚“花神”，培育龙头企业，
打造共性支撑平台，大规模聚集花卉产业价值
链高端环节，打造北方花卉产业总部经济。

第五，营造宜居生活，构建高标准花园城市
场景。从增绿转向提质，推动产业与空间功能融
合。创新“公园+”模式，推动公园与城市界面融
合。挖掘“消极空间”潜力，构建和谐共生关系。

第六，探索全新模式，实现花园城市建设自
循环。创新一体化运作模式，实现花园城市场
景运营正循环。全周期管理支撑可持续运营，
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以“园林科技”为引擎，压
缩移栽养护成本，实现绿色循环发展。

花园城市建设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让
我们共同祝福丰台花园城市建设建出高品质、
美出新高度。

文/记者 裴莹莹 李磊 贾慧娟 段玉静 邓
支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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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 月 6 日至 1 月 10
日，丰台区“两会”召开。其间，
丰台融媒特别推出了“丰台‘两
会’开放麦”专栏，记者们深入文
化地标、重点商圈、大街小巷等
处，开展系列街采，一起话家常、
说感受、谈体会，展现丰台区在
营造特色人文环境、活力产业环
境、舒适生活环境、宜人生态环
境、良好生活环境方面的可喜变
化……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
聆听“两会‘开放麦’”，寻找不同
角色眼中的别样丰台。

“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