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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铁路枢纽站的站、城、
景、文融合，映射着丰台区“生
态优先”的治理智慧。今年，北
京丰台站的多维立体城市界面
将串联站城文化记忆轴带，北
京西站打造的“丰盈台”景观将
激活枢纽客厅的国风水韵，北
京南站将生态进阶为花园枢
纽。“丰台区域内的‘三大门户’
承担了全市 75% 的高铁客流
量，是首都重要的城市门户。
本月，丰台启动‘三大门户’绿
化美化工作，将于上半年完
工。”丰台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通过融合绿化、彩绘、灯
光等多元元素，融入丰台特色
文化，从第一立面、第一空间、
第一视野着手，提升绿视率、彩
化比、花感知度，实现“站在花
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品
质生态之城，打造“花园城市”
新风貌、“首都绿色会客厅”。

清晨的马草河畔，晨跑的市
民与拖着行李箱的旅客在绿荫
下擦肩而过。草桥城市航站楼
银灰色的玻璃幕墙倒映着蓝天，
楼内电子屏实时跳动着航班信
息，旅客值机后仅需 20分钟即
可抵达大兴机场。这座没有跑
道的“支线机场”，如同一把钥
匙，开启了草桥片区从“交通门
户”到“花园城市”的华丽转身。

春赏桃花似瀑，夏观月季如
霞，秋品彩叶流金，冬日仍有油
松苍翠。2024年底建成的全龄
友好的无界公园——草桥花卉
大观园活力中心，六组生动有趣
的绿雕、四十余种乔灌木以及百余种花
卉的点缀，让这里实现了“三季有花、四
季常绿”的美景；150套灯光如繁星点缀
步道，让夜间游园锻炼的人们安全感满
满；约 5000延米的滴灌系统织就隐形水
网，不仅便于绿植养护更有利于节约水
资源。带着单反相机来采风的摄影爱好
者刘涛感叹：“这里既有老花乡的魂，又
有未来城的范儿。” 

“三位一体”
贯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
枢纽驱动提升城市品质

大型交通枢纽的辐射效应正深刻重
构城市空间格局。道路断点打通释放路
网潜能，政务服务破解企业办事痛点，闲
置地块焕新织补民生短板。这一系列变
革以交通枢纽为原点，向营商环境、社会
治理、生态宜居等维度延伸，实现“站、
城、人”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为超大
城市精细化治理提供了丰台实践。

下午 6点，丽泽金融商务区的白领们
沿着西站南路南延线步行回家。这条曾
让居民苦盼多年的“断头路”，自丰台站
投用后正式贯通，不仅成为连接北京西
站与丰台站的“黄金走廊”，更如一条绿
丝带，串联起沿线多个社区，织就了“15
分钟便民生活圈”的幸福图景。“过去送
孩子上学要绕行西三环半小时，现在 5分
钟直达单位。通勤时间缩短了 75%，幸福
感却增加了 100%。”金融从业者陈琳的感
慨，道出丰台站城融合的人本逻辑。

这种“站城生活圈”的便利在北京西
站周边更为明显。2024年 9月，太平桥街
道内的“金角银边”变身为太平桥滨河公
园、万泉寺东休闲公园。“以前锻炼只能
在小区转圈，现在不仅可以在‘家门口的
公园’晨练，还可以去旁边便民果蔬店买
菜。”三路居社区居民赵爱华说。紧邻莲
花河的太平桥滨河公园，不仅安装健身
器材，铺设彩色塑胶健身步道，还引入了
便民果蔬店。万泉寺东休闲公园也从
“杂草丛生”摇身一变为周边居民提供运
动、休闲、游憩的公共空间。

草桥城市航站楼周边也开启企业服
务新模式——“政务会客厅”。在丰汇中
心企业服务“先丰站”，北京国枫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接过刚打印的税
务变更证明。“从航站楼走到这里 5分钟，
办完业务还能去楼下买杯咖啡。”他说
道。这个由 10号线、19号线、大兴机场线
三条地铁编织成的立体服务网，让企业
享受“15分钟政务服务生态”：一层多功
能智能体检机给企业员工或周边居民提
供健康“自检”，七层智能终端办理 45项
高频事项，产权保护调解室可预约专家
化解合同纠纷。数据显示，企业设立登
记办理时间压缩至 2小时，较传统政务大
厅提速 80%。

在丰台，交通枢纽疏通发展经络，产
业新高地激活创新气血，生态绿脉搏提
升城市品质，演绎着“城以站兴、站为城
用”的辩证法。当京沪铁路西延线的汽
笛惊起永定河的沙鸥，当草桥城市航站
楼的玻璃幕墙折射出第一缕晨光，丰台
启示：真正的协同发展，既要“致广大”的
格局，更需“尽精微”的匠心。这片热土
上的每一次钢轨震颤、每一株新绿吐芽、
每一个创意迸发，都在谱写“妙笔生花看
丰台”的时代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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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杜倩）3月 17日下午，
区委书记王少峰，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
记张艳林带队围绕“营造舒适生活环境”主
题，先后赴右安门地区西三条片区城中村改
造项目、花乡中部组团新房子村改造项目及
项目指挥部开展实地调研。

区领导一行首先来到右安门西三条片
区，登高俯瞰片区全貌，并听取项目总体规划
及腾退工作进展汇报，随后来到花乡中部组
团新房子村改造项目，仔细察看了拆迁现场
并听取汇报，最后来到项目指挥部，通过智慧
大屏察看全区城中村改造进展，并实地察看
黄土岗村安置房样板间。

王少峰指出，城中村改造是提升城市能
级、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引擎，必须坚持高品
质建设与精细化管理并举，打造群众满意的
幸福工程。他强调，要强化统筹协调，夯实发
展根基。坚持政策稳定性与资金保障双轮驱
动，科学制定征迁时序，保障安置房建设与土
地入市无缝衔接；严格把控集体产业用地用
途，聚焦高精尖产业定位，为区域经济提质增
效释放空间。要突出民生导向，凝聚共建合
力。属地街道和实施主体严格落实文物保护
前置勘查，注重群众工作方法，以公开透明消
除疑虑，以真情服务化解矛盾，切实维护群众
合法权益；安置房建设须坚持品质与效率并

重，优化户型设计、严控施工标准，确保群众
安心过渡、舒心回迁。要深化机制创新，激活
发展动能。创新土地资源配置机制，灵活运
用专项债等政策工具，完善资金滚动平衡机
制；全面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推动区域高质
量协调发展。

张艳林指出，城中村改造是区域高质量
发展的强劲动力。他强调，各部门要精准研
判当前形势和工作难点，做好政策研究，围绕
区域产业发展、城市功能完善、群众增收致富
等方面提前谋划部署，有力推动工作落实。

区领导田涛、郭晓一、李国龙、林艳红及
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以高品质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助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

区领导围绕“营造舒适生活环境”城中村改造项目调研时强调

“武术进家庭”行动启动仪式在丽泽SOHO云客厅举行

（上接 01 版）

活动现场，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专家
委员会专家吴彬、第七届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
会长杜德平、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北
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受聘为“武术进
家庭”行动顾问，全运会武术冠军冯凯杰受聘为
本次活动形象大使。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手触
大屏幕，标志着丰台区“武术进家庭”行动正式
开始。

随后，音乐声起，太极拳、八卦刀、长拳……
轮番上演，三组武术家庭用舒展的招式、轻盈的
步伐、行云流水的动作，完美地展现了中华武术
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

记者了解到，丰台区“武术进家庭”行动以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群众武术健身需求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打造“武术进家庭”生态系统
为主线，以武术文化产业为新质生产力抓手，推
动武术文化、武术教育、武术科研、武术产业、武
术交流等重点工作协同推进，将形成一批丰台区
武术文化学术研究与对外交流团队，推出一批家
庭武术精品课程，推动一系列武术赛事和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创作一批反映区域特色武术文化的
作品，打造丰台区武术文化名片。

接下来，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武术进家
庭”行动将重点做好包括武术家庭、武术社区征
集，武术名师走访，家庭武术文化节在内的“三
项活动”。并完成“三项工程”，即开展“健康丰
台，家庭行动”计划、实施武术家庭人才培育工
程、建立武术人群体质健康管理数据库，从而形

成“三项成果”，即建立“武术进家庭”社会实践
基地、形成“武术进家庭”年度报告、编辑“武术
进家庭”案例集。

“三项工程”
让市民学习武术更便捷

记者在《丰台区“武术进家庭”行动实施方
案》中看到了“三项工程”的实施细节。在“健康
丰台，家庭行动”计划中，丰台区将集结跨学科
人才，邀请体育学、医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多领
域专家学者，深入家庭、社区、机关和企事业单
位，就各家庭关心的武术习练、运动健康等话题
举办系列讲座和互动体验等多种活动，以期传
播武术传统文化精髓、科学运动技法及健康生
活理念，综合提升家庭武术健康素养，培养武术
文化的传播者、习练者和传承者，提升社区治理
水平。

在武术家庭人才培育工程中，将完成“三个
一百”人才计划，即培养 100名家庭医生、100名
社会体育指导员、100名中小学体育教师。鼓
励家庭医生提供武术促进健康的指导服务；鼓
励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健身场所等地方为群众提
供科学武术健身指导服务，提高健身效果，预防
运动损伤；鼓励学校教师在学校以武术为抓手
开展好体育、德育等教育工作，提高“武术进家
庭”行动执行能力。

同时，即将建立的武术人群体质健康管理
数据库将有针对性地选取 600位丰台区武术人

口进行体质监测，借助北京大学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体医融合创新实验室资源优势，对武
术人口进行追踪测试和健康评估，对所有测试
者的体质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制定武术运动精
准指导方案，并逐步建立起丰台武术人口健康
档案和武术运动处方库，实现数智化健康管理，
同时也为市民学习武术提供科学数据参考。

超6000名武术会员及丰富赛事活动
持续扩大辖区武术影响力

丰台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丰
台区全力支持武术事业和相关产业发展，加强
与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深度协
作，通过搭建高水平的武术交流平台、推动武术
产业园区建设，积极促进武术文化产业的交流
与合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目前，丰台区
已拥有超过 6000名武术会员，基层分会达 116
个，覆盖全区 26个街镇。其中，注册社会体育
指导员 2294人，裁判员 211人，形成了强大的组
织网络和专业队伍。凭借“承者风范”武林万人
争霸赛等品牌赛事的举办，丰台区的武术影响
力持续扩大。“全民太极大会”的成功举办，吸引
了全国各地的太极拳爱好者广泛参与，成为展
示丰台武术文化的重要窗口。
“武术进家庭”行动的启动，是丰台区促进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也
将进一步推动丰台区武术文化的推广与发展，
让广大群众能够近距离接触武术文化。

（上接 01 版）

本报讯（记者 王蕾蕾 姜欢）3月 18日上
午，丰台区召开 2025年京彩新春彩灯嘉年华
服务保障工作总结会，听取 2025年京彩新春
彩灯嘉年华服务保障和运营工作总结情况汇
报，并对下一步“常态化举办‘京彩灯会’”有
关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区委书记王少峰，区
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张艳林，区委副书
记蒋达峰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京彩灯会”自去年中秋假期
到今年春节策划运营以来，丰台区与首旅集
团密切配合，成功树立了品牌 IP，探索可持续
降本增效的策略路径，在服务保障工作中充
分展现工作效能，为市民群众提供安全快乐
的“京”彩游园体验；在文化活动、景区管理、
产业发展中探索“丰台经验”，进一步激活北

京园博园，带动河西地区可持续发展，疏解中
心城区旅游客流，为首都文化市场发展作出
贡献。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
化合作共识。落实好《2025年市政府工作报
告重点任务清单》中“常态化举办‘京彩灯
会’”要求，丰台区与京彩公司持续深入合
作，立足“两园一河”、河西地区功能定位和
区域优势，充分利用园博园山形地势优化选
址，改造基础设施，加强周边配套建设，让市
民群众有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要深化文旅
产业融合、释放经济新活力。“京彩灯会”自
运营以来收获国内外游客好评，要进一步借
文旅之力助推区域经济发展，以彩灯为“钥
匙”，以彩灯技艺、展示、互动为路径，以服贸

会为平台，打开服务贸易的大门，通过精准
招商、激活市民参与度等形式打开发展新空
间，在加强贸易服务和文化交流传播中实现
双驱并行。要深耕 IP潜力、创新展示形式。
在“高人流量”和“高关注度”背景下活用“京
彩灯会”系列 IP，打造核心竞争力，深度策划
文创产品，探索以彩灯为主题的城市景区建
设，通过阶段化、季节性动态调整策略，声光
电雾水冰加持打造灯光秀等创意形式，激发
彩灯呈现活力，通过地区特色主题策划实现
彩灯宣传的有效输出，努力打造在全国乃至
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北京灯会。

区领导刘永宗、郭晓一、高崇耀、戴伟明、
李世琪，区有关部门及京彩公司负责人一同
参加。

丰台区召开2025年京彩新春彩灯嘉年华服务保障工作总结会

以彩灯为“媒” 助推文旅经济融合发展

武术家庭表演中华武术武术家庭表演中华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