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丰台好人”12 月
份榜单正式揭晓。

张熙凯是北京华生康复医院的负
责人。自 2021年医院正式开诊以来，
他组织策划义诊、健康讲座及康复指导
类公益活动超340场，辐射周边社区老
年、失能人群累计近3万人次。为进一
步助力残疾人就近就便享受康复医疗
服务，他联合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及
方庄、花乡地区12家医疗服务机构，依
托丰台区“文明实践大篷车”等活动，开
展“健康送上门”服务，帮扶群众数万人
次，有效构筑起“精准医疗服务网络”，
赋能社区康复质量不断提高。

黄钰涵是东高地北社区居委会的
工作人员。自 2024年入职 12345接诉
即办工作以来，她始终秉持“有事随时
办、受理不打烊”服务理念，365 天全
时备勤，一年间先后解决困扰辖区居
民的疑难、突发类问题数十件，调解纠
纷近 200 起，响应率、满意率、解决率
均达满分。为从源头上化解民生难
题，她利用休息时间走访周边居民、巡
查各类基础设施，以问题为导向推进
物业服务融入基层治理。

本次评选中上榜的还有坚守地面路口、地
铁站台 12载，帮助救助多名乘客的蔡宝利；深
耕学前教育工作 30载，以志愿服务形式促进家
校联合与社区治理双提升的臧彦；自发组建舞
蹈队，带领 25名古稀学员在老有所学中老有所
乐的张艳；年均服务群众超 4500人次，创新方
法有效推动“一件事一次办”改革落地见效的孙
霖霖。城市因坚守而蝶变，百姓泽文明而化育，
丰台的榜样们正以奔跑的姿态勇做新时代文明
实践的践行者，托起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以文明之光汇聚起向上向善的城市力量。

“丰台好人”评选活动由丰台区文明办主
办，丰台区文明促进中心、融媒体中心承办，每
月评选一次。辖区各单位、社会团体人员以及
先进事迹发生在丰台区的各界人士均可推荐申
报。社会各界人士可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

“北京丰台”APP进行自荐或推荐。

本报讯（通讯员 徐诺）石榴花开，红籽紧
抱。在丰台区这片热土上，石榴园派出所的民
警如同深扎泥土的根脉，用 37℃的体温焐热百
姓的寒夜，用藏蓝身影筑起平安的围墙。

扎根 一株树苗的百年守望

清康熙年间，一纸诏书从紫禁城飞出，伊朗
使臣携石榴树种跨越大漠驼铃，最终深植于丰台
南隅。

随着朝代更迭，古石榴园渐次凋零，唯留下
地名在百姓口中代代相传。1999年，石榴园派出
所成立。“听我师傅讲，当年所里都是旧平房，夏
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副所长李旭回忆道。

抽枝 破土而出的时代印记

2014 年底，派出所迁至宋家庄地铁站旁。
说起迁址，黄红飞最有发言权，1999年建所时，
他就调至这里工作，从旧址到新办公楼，他见证
了派出所的变迁。

黄红飞是个铁血汉子，30 余年从警生涯
中，他一直是打击犯罪的得力干将。面对犯罪
分子，他英勇无畏，曾 4次因公负伤，身上的伤
疤宛如勋章，把半生岁月刻进年轮，无声诉说
着老一辈公安人作为人民卫士的坚韧担当。
黄红飞常说：“犯罪分子怕我身上的疤，老百姓
却爱找我唠家常，这身警服啊，早已长成了第
二层肌肤。”

在户籍室工作了 7年的民警崔菁，刚到所
时就听前辈提起，以前的户籍室狭小陈旧，办
事窗口有限，群众经常需要长时间排队。如
今，新办公场地宽敞明亮，能办理护照、港澳通
行证，且紧邻地铁口，交通便利，来办证的人络
绎不绝。

随着丰台行政区划调整，石榴园派出所管
辖范围也随之变化。新辖区面积约 3.3平方公

里，人口增长至近 7万人，其中流动人口占比约
半数。治安防控、人口管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等挑战接踵而至。

所长古宁在全所大会上多次强调：“要牢记
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的使
命，积极向‘国枫’所学习先进经验，结合辖区特
色特点，打造适合咱们辖区的工作方法。”

繁花 绽放街巷的平安密码

2023 年，石榴园派出所进一步深化“两
队一室”改革，打击的同时更加注重防范。
在党支部带领下，民警们从“灭火队”变身为

“播种人”。
在前段时间的一次办案过程中，副队长黄

凯带领队员加班加点，细致梳理监控录像，不放
过任何细节，案件终得破解。作为所里的骨干
力量，黄凯不仅业务精湛，对于新入职的民警，
他也是倾囊相授，手把手教业务。

相较于社区和治安民警，内勤民警更多承
担的是各项繁杂的保障工作。为了更好开展工
作，综合指挥室副主任王婵媛有着自己的方法
——“石榴日历”。在日历上，她清晰标记着孤
寡老人送餐日、校园法治课排期、商户安全检查
等重要节点。每天，她要处理 200余条数据，还
精心策划各类活动。对外宣传民警形象，撰写
民警日常工作文稿，提升公众对民警的认知和
好感。对内则组织各类爱警暖警活动，让每一
位民警都能感受到所内的温暖和关怀。她总
说：“每天大部分的工作都是面对大量的数字和
文字，但能为战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传递
这份内勤的温度，就是最大的满足。”

对于派出所的工作，政委王广志还介绍
道：“近年来，我们组建了石榴籽联防队、石
榴籽暖心驿站，充分发挥‘V 丰警’志愿服务
队的联防联动作用，为辖区平安注入更多
能量。”

硕果 汗水凝成的幸福滋味
2024年度，石榴园派出所的工作成绩显著

提升，刑事与治安类警情均呈现下降趋势。面
对全年超过一万件的警情，派出所打出了“打防
管控”四维攻坚的组合拳，以打开路、以防筑基、
以管促稳、以控固本。

综合指挥室作为派出所的“智慧大脑”，日
均处理数据 300条，预警响应缩短至 20秒，出警
平均速度也大幅提升。所内充分运行“2+X+N”
巡逻模式，加大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同时保障中
小学防冲撞设施 100%达标。民警连佳艺说道：

“现在网络数据飞速传递，民警能够更准确地定
位警情，更快速到达现场处置。”打击办案队作为
派出所的“尖刀”，依托“春夏平安行动”“冬季会
战”，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397人。电诈挽
损超千万，盗窃案件破案率提升了62%。

对此，副队长任建军深有体会：“认真办理
好每一起案件，不仅仅要追回财物，更要对得起
百姓的信任。”对于“穿警服副书记”，他们则把
办公室“钉”进了社区，与群众打成一片。在广
场讲解反诈知识，在棋牌室门口贴上防赌提
示。通过“V丰警”机制，发挥联防联动作用，全
年共化解纠纷 1450起，78%的警情在萌芽状态
就被消弭于无形。

社区民警车红霞说：“我们的工作其实就像
一个同心圆，民心为圆心，服务是半径，我们做
得越多，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2024年以来，
派出所以提升规范执法能力为重点，针对社会
乱象警情开展集中整治，在全年执法质量考核
中稳步提升，位居全局上游。

案管组民警李可欣，是其中最认真细致的
一个。别人常问她为什么这么拼，她说：“要做
就做得彻底，要查就查个明白，我多做一点，执
法办案的过程中就可能少犯一些错。”

2024年，石榴园派出所共收到群众表扬电
话 57通、表扬信 23封、锦旗 87面。

发现丰台之美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位于丰台区东南部，这里是首都南中轴上一片大型城市生态“绿肺”。漫步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近万亩森林湿地
飞鸟翩跹，保护动物频繁出没，珍稀濒危植物陆续回归，这里已化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生态样板。四季更迭，南苑森林湿地公
园观景台周边景色随之变换，为居民与游客持续提供不同的视觉盛宴。欧阳树辰 摄

城市里的生态画卷城市里的生态画卷

三环新城居民建起乒乓球活动站

小小乒乓球搅热邻里情

记丰台分局石榴园派出所的为民之路

石榴花开处 丰警绘平安

本报讯（特约记者 徐英波）新刷的蓝色墙
围、重铺的红色地胶、喜庆的红灯笼和彩带
……走进三环新城 6号院地下二层，乒乓球活
动站面貌一新，室内回荡着“乒乒乓乓”的击球
声。16年来，这里从只有两张乒乓球台的活动
室发展成为 8间乒乓球室的活动站，见证了居
民自治自管，健康文明生活在邻里间蔚然
成风。

居民提议 闲置地下空间变身球室

“现在，活动站是许多居民离不开的‘家’。”
三环新城乒乓球活动站站长李凌说起这个自己
一手操持起的组织，言语间满是自豪。

三环新城有近3万居民，但偌大的社区内却
没有一个文体活动场所。“能不能买两张乒乓球
台，让大家伙锻炼身体？”2009年，借着新居委会
成立之机，几位乒乓球爱好者提出请求。没想
到，不出两周，社区就把球台买来了。

乒乓球台放在哪儿？通过一段时间的左寻
右找，居民发现社区 6号院地下二层的防空室
有空闲房间。很快，物业就同意将地下室给大

家使用。
“一打开门，那尘土得有1厘米厚。”李凌还记

得第一次打开活动室大门的情景。第二天，他便
带领几位热心居民打扫起来。扫完灰尘、装上电
灯、放上新球台，“乒乓球活动室”开张了。

升级改造 名声在外吸引众多球友

从一开始几个球友，到 2011年成立社区的
乒乓球协会，再到 2022年由丰台区乒协认定、
升级为“丰台区乒协三环新城活动站”，在多方
支援和居民的自治自管下，三环新城的乒乓球
组织一点点发展着。

“活动室里的硬件，有街道社区的支持，更多
是大家东拼西凑的。”副站长刁子谦细数着活动
室内的设施，“这张新案子，是老程从朋友那儿弄
来的；练习室的接球网，是老汤义务提供的……”

刁子谦还带领几位“多面手”居民成立了一
支小工程队，包办活动室内大大小小的手工活：
将不能用的旧球案从中间劈开，做成活动室之
间的挡板和衣架；从迁走的附近运动馆里搬来
地胶，由工程队一点点铺好。

三环新城乒乓球活动站的硬件设施和环境
逐步提升，知名度越来越高，参与的人也越来
越多。

规范管理 培养好习惯增进邻里情

人一多，问题也随之而来。“有段时间，乒乓
球网打完都得收走，不然第二天准不见了。”另
一位副站长王洪林回忆道，那时候，室内还有人
抽烟，乱扔的烟头、喝完的矿泉水瓶、擦汗的纸
巾随处可见。

为此，活动站吸纳热心居民组成 15人的自
治队伍。几位六七十岁的居民带头干，从家里
拿来扫帚、抹布，每天义务打扫卫生……

如今，这里环境整洁、秩序井然。邻里关系
也逐步贴近，以前见面不打招呼的邻居现在成
了“球搭子”；老年人会选在白天打球，把晚上的
场地空出来，留给下班的年轻球友。

组织越来越规范，社区里的乒乓球运动也
越来越红火，大家不仅定期举办比赛，还走出社
区，与社会单位开展交流……全民健身的氛围
在社区里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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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桥街道

本报讯（通讯员 白婧丽）“这可咋整啊，我
妈瘫在床上动不了，咋去医院评定残疾办残疾
证呀？”近日，家住太平桥街道太南里社区的巢
女士愁眉不展。原来，巢女士的母亲不幸患上
脑梗，依照规定能申请办理残疾证，可老人长
期卧病在床，行动极为不便，根本没法亲自到
医院进行残疾评定。

太南里社区工作人员陈茹得知情况后，赶忙
拨通巢女士的电话：“巢女士，您别担心，现在咱可
以上门评定呢。”随后，两人约定好了入户时间。

入户当天，阳光正好，陈茹和同事们穿戴
整齐，蓝色马甲鲜亮、工作牌醒目，带着暖心的
使命来到巢女士家中。一进门，他们便按工作
流程，先仔细核实、了解申请人基本信息。接
着，陈茹认真拍摄视频，一丝不苟地填写“办理
肢体残疾人医疗评定入户申请表”。填写完表
格，陈茹还贴心地叮嘱巢女士：“您预约好医院
后，记得及时挂号，去医院评定残疾级别时，可
千万别忘带上相应材料。”末了，还不忘补上一
句，“入户的事儿都办妥啦，以后要是还有啥需
要帮忙的，随时拨打电话就行。”

在太南里社区，为残疾人提供的贴心服务
不胜枚举。社区不仅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提
供线上购买辅具，还可以送辅具上门。太南里
社区现有 106名残疾人，社区工作人员就如同
他们的家人一样，定期开展入户走访活动。每
到一户都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基本生活
状况、家庭就业和经济情况，帮忙解决生活中
遇到的难题。同时，工作人员还积极宣传和解
读惠民政策，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有针对
性地提供帮助，鼓励他们重拾信心，让他们真
切感受到社区对特殊群体的关怀与关爱。凭
着这种认真扎实的工作态度，社区的残疾人台
账信息全面准确，没有遗漏任何一名残疾人。

太南里社区为残疾人服务的点点滴滴，只
是太平桥街道众多暖心场景中的一个生动缩
影。据统计，太平桥街道现有近 2000 名残疾
人，街道和社区齐心协力，全面掌握每一名残
疾人的基本生活状况和需求信息，精准对接他
们的真实需求与各类惠残政策，为残疾人提供
贴心的服务，实实在在地为他们兜底、筑牢保
障、送去温暖。

上门评定暖人心
贴心服务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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