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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咱小区新
成立了一个居委会，办公地点在小区里，
以后办事方便多了。”住在梨园镇海棠湾
小区的赵芳，看着小区里张贴的通知书，
再看看拿在手上的“便民连心卡”，心里
说不出的高兴，“感觉有了主心骨，再有
啥事就能直接来居委会求助了。”

近日，梨园镇进一步提升社区工作
规范化、精细化水平，按照“规范适度、
便于管理、便于服务、便于自治”的原
则，针对辖区内3000户以上的大型社区
进行调整优化，调整后新建立10个社区
居委会。新增社区包括：怡然、通大家
园、群芳一园、怡乐中街、新城嘉园、玉
兰湾、怡乐园、京贸南区、大方居北区、
裕馨共10个社区。至此，全镇社区居委
会总数达到36个。

从老社区调到新社区，张丹快速适
应并融入了“新家庭”。办公用品还没
到齐，人员也没到齐，但社区的工作却
不能耽误。来到新的工作岗位，有着
14 年基层工作的张丹马上就进入了

“管家”的角色。“刚来时完成了与前居
委会的交接工作，所有基础数据进行了
重新整合，再有就是公示我们的联系方
式，让所有居民先认识我们，知道有事
来找我们。”

39 岁的张丹是群芳一园社区书
记，这个新成立的社区是从群芳园社区
中剥离出来的，主要管辖范围是海棠
湾、久居雅园两个小区，居民共 3486

户，在梨园镇现有社区中，这儿仍是管
辖住户较多的社区之一。“之前群芳园
管理的面积和住户太大了，剥离出来成
立新的居委会也是为了实现社区精细
化管理，更好为百姓服务。”张丹拿着新
印制的“便民连心卡”，正准备向社区居
民发放，“连心卡、一封信，我们把居委
会、物业、片警等相关联系方式推送给
居民，让居民有事家门口就能解决。”

一些前期遗留的、居民反映较大
的问题，并没有因新老居委会的交接
而受到影响。“久居雅园申请了一个修
路的小微项目，已经进场施工了，我们
在盯着。新申请的电动车充电桩，路面
已经硬化完了，估计下周就能安装
……”一项项工作，张丹和新同事们有
条不紊地忙碌着、跟进着、解决着，在
接下来的工作中，张丹和同事们也有
自己的计划，“尽我们最大努力，为居民
服好务。”

近几年，我区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断
加快，新建居民住宅小区逐步增多，再
加上户籍制度改革等原因，社区居民人
数不断增加。这其中，作为政府与居民

“连心桥”作用的居委会，在基层社区治
理中的作用尤为凸显。梨园镇位于副
中心南部，辖区面积19.87平方公里，居
住人口总数为 30.7万人。镇内共有 36
个社区居委会，26 个村委会。由于旧
村改造，大部分村民已农转居。商业、
服务业较为发达，可谓走在全区城市化

进程前列。
新建小区增多，居民人数跟着上

涨，对梨园镇社会治理带来极大考验。
“我们这次主要是对大型社区进行调
整。”镇社会办主任刘武华介绍，“成立
新社区之前，我们全镇已经有26个社区
居委会，其中一些超大型居委会一直在

‘超负荷’运转，比如新华联社区、大方居
社区等，住户都达到6000左右，居委会管
理难度很大。尤其在疫情中，很多居民
认识到了社区居委会的作用，可以说，在
基层疫情防控中，居委会发挥了巨大作
用。”为了给社区“减压”，梨园镇通过“拆

分大型社区”的方式，进一步提升社区工
作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再成立10个社区
居委会。至此，全镇 36 个社区管理 96
个小区，服务居民约9万户。

目前，梨园镇已面向社会招考社区
工作者130名。“现在笔试工作已完成，
成绩已出，等待审核面试。”刘武华介
绍，“本次招聘的130名社工，年龄均为
35 岁以下，学历全部为大学专科、本
科。”同时，刘武华也提醒，由于新居委
会的成立，一些小区划片也发生了变
化，居民需要留意社区公布的信息，以
免办事跑错地方。

对辖区内3000户以上大型社区进行调整优化

梨园新成立10个社区居委会

城市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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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怡然社区

通大家园社区

群芳一园社区

怡乐中街社区

新城嘉园社区

玉兰湾社区

怡乐园社区

京贸南区社区

大方居北区社区

裕馨社区

管辖范围

怡然世家、冷冻厂

通大家园

海棠湾、久居雅园

蓝调沙龙、龙湖蔚蓝香缇

新城嘉园、泉蔷佳苑、农机宿舍、料器厂家属院

玉兰湾

巴克寓所、陆航家属院、探矿家属院

京贸国际

大方居小区北区321-324号楼、326号楼、329号楼

玫瑰东筑、裕馨家园、迎喜家园

10个新社区居委会管辖范围

鲍金玲/制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明
明是公共绿地，如今却被围上
了铁栅栏，种上了蔬菜、水果，
成了居民自家的菜园子。半个
月以前，这种现象在梨园镇新
城 乐 居 社 区 随 处 可 见 ，成 了

“老大难”问题。社区党支部
搭建“居民议事厅”平台，让居
民们与执法部门共同商议解决
办法，参与到社区共建共治中，
保卫了社区公共绿地。

绿地上，大葱、西红柿、韭
菜……半个月前的新城乐居小
区，绿化带和居民楼前后的公
共区域被部分业主开垦，种上
了各式应季瓜果蔬菜；未开垦
的地方也被摆上了泡沫箱、旧
纸盒，箱子里除了蔬菜还多了
许多垃圾杂物；抬头往上看，居
民自己支起架子，上面已经爬
满了藤蔓，挂着几颗新鲜的葫
芦、丝瓜。五花八门的“小菜
园”，再加上乱堆乱放的各种垃
圾，成了小区环境治理的一大

“痛点”。“我们小区这环境别提
了，太闹心。”小区居民马淑明
曾多次建议社区居委会，社区
也开展过多次清理，然而“治标
不治本”，没过多久，“小菜园”
又会死灰复燃。

“每次我们都是好言相劝，
居民当时答应了，但是过几天
又偷摸开地种上了菜，我们真
是头都大了。”如何让居民懂得
不占用公共区域、为他人着想，
主动清理干净“自家菜园子”，
社区党支部书记杨雪犯了难。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社区、
物业通过多方了解，询问居民
的意见，以期寻找一个让居民
满意的答案。但询问的结果不
尽如人意，居民的意见也很难
统一。

“ 蔬 菜 、水 果 也 是 绿 色 植
物，不仅绿化环境，还能提供日
常生活补给。”“这属于公共空
间 ，占 用 公 共 空 间 种 菜 不 合
理。”“物业管理不到位，小区绿
化还不够，空出来的地方可以
种 植 蔬 菜 。”…… 通 过 多 日 走
访，社区、物业及相关职能部门

汇总了居民的意见。“居民的问
题还得居民自己解决，我们搭
个平台，让大家都来说一说。”7
月中旬，在新城乐居社区党支
部的支持下，依托居民议事厅，
社区片儿警、城管队员、居民代
表等多人围桌而座，议事协商，
就小区多处私搭乱建“菜园子”
问题进行梳理。

会上，居民将自己的问题
一一说明举例，把问题摆到桌
上来，与相关部门一同探讨解
决方案。

大 部 分 居 民 都 支 持 拆 除
“小菜园”，66 岁的韩学民说：
“拆了小菜园，不能让地空着，
得及时绿化，有了美化环境的
花草，大家就不会再种菜了。”
听完居民的发言后，物业负责
人认识到在管理方面做得不到
位的地方，当即表示，会后将通
知小区所有住户，私家菜园自
己能清理的就自己清理，逾期
未清理的，社区居委会将联合
物业集中整治清除，然后进行
补种绿化，还小区居民一个干
净、整洁的居住环境。与会的
片警、城管队员们纷纷表示，他
们也将调查核实情况，并对辖
区居民随意圈占绿化地违法行
为责令整改。同时，监管物业
公司恢复小区的绿化环境。商
量后的结果达成一致，居民们
表示很满意。

7 月底，在经过小区居民自
查自改和社区物业集中整治之
后，新城乐居的“菜园子”被清
理 干 净 。 一 些 搭 建 复 杂 的 支
架，也将按照与居民的约定，在
不久后完全清除。目前，物业
也 已 经 开 始 着 手 准 备 采 购 绿
植，尽早让小区“靓”起来。

居 民 是 社 区 最 宝 贵 的 财
富，有时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
沟通存在障碍，社区“居民议事
厅”搭建平台，通过定期召集议
事人员集中议事，讨论居民反
映的问题，共同讨论解决办法，
将一些难点问题集中解决，不
仅提升了居民的满意率,也促进
了社区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小区公共绿地成菜园 社区搭平台共商共治

居民议事厅巧解“圈地”难题

本报记者 郭丽君 金耀飞 田兆玉

5月以来，全区各社区、村多措并举
推进垃圾分类，妙招频出，成效明显。在
中仓街道东里社区南关平房胡同，小巷
管家牛秋芳开起了“垃圾分类小课堂”，
为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分享垃圾分
类心得；潞城镇东刘庄村以赛促学，举办
知识竞答活动，村民在欢乐的比拼中巩
固了垃圾分类知识；北苑街道通过党组
织服务群众经费扶持项目，购买了24400
个家用垃圾桶，陆续发放到居民家中，促
进源头分类。

□中仓街道东里社区

小巷管家变垃圾分类“老师”
“有害垃圾含有重金属，回收为宝，

混合在其它垃圾中焚烧或填埋会污染土
壤和空气，甚至危害人的身体健康。所
以，咱们的废旧电池一定要单独投放到
相应的垃圾桶。”昨日上午十点，中仓街
道东里社区南关平房胡同内的垃圾分类
小课堂准时开讲，小巷管家牛秋芳变身

“老师”，细心讲解垃圾分类知识，分享垃
圾分类心得，前来“取经”的十几名居民
边听边记录。

原来，自今年5月中仓街道开始实施
垃圾分类以来，东里社区把南关平房胡同
作为平房区垃圾分类试点胡同，并开展

“垃圾分类我先行”启动仪式，既是小巷管
家又是胡同居民组长的牛秋芳，带领胡同
里的几十户居民加入到“垃圾分类我先
行”活动中。此后，她每天都学习垃圾分
类知识，并把“生活垃圾这样分”图片收藏
在手机里，通过微信多人视频开“网课”的
形式，为居民讲解。为及时向不会用手机
的老年人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前不久，她
还在胡同里开设“垃圾分类小课堂”，面对
面手把手教居民正确垃圾分类。

最近她又多了一个习惯，就是见到
居民院门口有垃圾，就会上前查看。看
到垃圾分错类的，她会耐心讲解，帮着居
民分拣或者找到扔垃圾的居民，引导其
再次分拣。

牛秋芳还把胡同内居民家的可回收
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承包下来。“居民家
里的有毒有害垃圾送到我这里，我先检查
一遍，然后再监督居民统一投放到有毒有
害垃圾桶内。”对于可回收垃圾，牛秋芳会
随时联系社区或入驻社区的废品回收公
司负责人到居民家门口进行回收。

为让每一位居民都掌握垃圾分类知
识，她和小巷管家们不定期到居民家中，
进行垃圾分类的宣传和引导。对于垃圾
分类做得好的居民，她会在居民垃圾分
类档案上记录下来，等到社区居委会召
开垃圾分类分享会时，根据档案记录情
况，给予相应的鼓励。

据了解，南关平房区人口密集，流动
性大，老年人居多，给垃圾分类带来一定
困难，牛秋芳根据平房区的实际情况，走
访入户征求居民意见，制定出了胡同温
馨公约，比如：每户居民都要轮流做值日
生，引导居民保护环境，做好垃圾分类；小
巷管家们每天定时给孤寡独居老人收垃
圾；每周在胡同里组织居民进行交流分享

垃圾分类心得体会等，这些模式如今已然
成了胡同的特色。

“我要把垃圾分类知识掌握全面，这
样才能做好居民的宣传工作。”如今在她
的引导下,大部分居民每天投放垃圾之前
都有意识在家中进行分类了。

□潞城镇东刘庄村

村民争答垃圾分类考卷
“平日里投放垃圾，不会的还可以上

网查查，‘开卷考试’咱觉得垃圾分类挺容
易，这一‘闭卷考试’真有点难度啊，有些
还真拿不准。”“老李，你不错啊，居然拿了
高分，进入了决赛。”近日，潞城镇东刘庄
村为提高村民垃圾分类的知识、实践水
平，以知识竞答的方式，调动村民们做好
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的积极性。

上月中旬，在东刘庄村垃圾分类知
识竞答预赛中，共有60名“考生”上考场，
填写垃圾分类考卷。初赛试题从村民生
活实际出发，就日常生活中家庭易产生
的垃圾以选择题、判断题等形式让村民
找不足，帮助大家巩固垃圾分类知识。
最终有20名村民进入决赛。

不同于初赛的个人赛，日前进行的
决赛以团队作战的形式进行，20位村民
组成10支队伍同台竞技。

“家庭种植盆栽掉落的叶子属于什
么垃圾？”“厨余垃圾”……决赛分为必答
题、抢答题、风险题和附加题等，形式较
初赛更复杂，试题较初赛也更有难度。
最热闹的是莫过于抢答题环节，各组选
手通过微信抢红包的形式获得答题权，
谁抢到谁答题。不仅拼知识储备，还要
拼手速。

整场比赛，大家精神饱满、沉着冷静
地应对工作人员的提问，互相鼓励、点

赞，掌声不断。
“活动办得特别有意义，不仅让大家

收获了快乐，还学到了很多垃圾分类知
识。”参赛选手董本淑说。

东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国表示，
开展垃圾分类知识竞赛，目的在于引导
大家从自身做起，从源头上将垃圾分类
投放，通过一位村民带动一个家庭。

下一步，东刘庄村将依托获奖前几
名队伍，组建垃圾分类宣传服务队，推动
垃圾分类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助力美丽
乡村建设。

□北苑街道

党组织拨经费支持分类
“前不久参与社区活动，新领取到了

分类垃圾桶，我回家就放到了厨房，现在，
厨房有了垃圾，我当即就分好类，不用做
二次分类了，很方便。”如今，“产生垃圾当
即分类”已成了李凤芝的新习惯。

日前，北苑街道西关社区在辖区多
个楼院内连续开展了多场垃圾分类知识
竞答活动。“烟蒂是不是属于可回收物？”

“四类垃圾都有哪些？”……面对一个个
分类问题，居民们踊跃参与，回答正确的
居民均可获得分类垃圾桶一个，大家在
欢笑中再次复习了垃圾分类常识。

4天的活动中，共有 800余户参与其
中，大家不仅竞答赢取礼品，也纷纷签署
了垃圾分类居民公约，承诺“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山街社
区、帅府社区也纷纷组织了垃圾分类宣
传活动。活动中，社工们为参与的居民
发放垃圾桶，倡导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
进一步强化大家的垃圾分类意识。

帅府社区居民杨淑美一直支持垃圾
分类工作，但有时候厨余垃圾堆在一起，
天热很容易产生异味，“有了新的分类垃圾
桶，我们在家分类既方便又卫生，用脚一
踩，盖子打开，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类放
好，有盖子的垃圾桶也不会飘味儿了。”

自《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正式实施以来，北苑街道指导辖区
内各小区物业陆续进行了垃圾分类硬
件设施改造，更换了四色标识垃圾桶、
垃圾分类指示牌等；小区的垃圾投放点
配备“垃圾分类指导员”，指导居民进行
生活垃圾的准确分类；周末时段，辖区
在职党员还会集中入户向居民进行相
关宣传，倡导绿色生态、健康环保的生活
方式。

在此过程中，北苑街道了解到居民
所需，通过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扶持项
目，购买了 24400 个家用垃圾桶。按照

“两桶一袋”的要求，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各一个桶，目前，垃圾桶已陆续发放给辖
区居民，帮助居民更有效、更方便地进行
居家垃圾分类。

接下来，北苑街道还将为部分有需
求的无物业小区配备室外分类垃圾桶，
助力垃圾分类更好落地。

齐心协力抓好两个齐心协力抓好两个““关键小事关键小事””
努力建设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努力建设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

社区、村多举措推进“关键小事”落地

小巷管家胡同里开垃圾分类小课堂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 通讯
员 尹刘悦）为满足企业和群众
的政务办理需求，持续推动审批
服务便民化，于家务乡政务服务
中心自本月起试行工作日“早晚
弹性办”、“午间不间断”、“电话
预约”等延时服务制度，切实解决
企业和群众办事“上班没空办、下
班没处办”的痛点难点问题。

“在工作日期间，于家务乡
政务服务中心为企业、群众提供
早、晚不少于半个小时的延时服
务，对已到闭厅时间，正在办理
或已在现场等候办理的办事人，
我们会为他们延时办理完毕。”
工作人员程宝国说。

据了解，于家务乡政务服务
中心业务办理时间为上午 8:30
到下午 16:30，对于有延时服务
需求的办事人，于家务乡政务服
务中心积极畅通预约服务渠道，
为办事人提供预约服务，电话接
听人员通过记录办事人姓名、预
约时间、办理事项等，做好与后
台审批工作人员的交接，提高办
事效率。同时，对于网上和移动
端等线上受理方式，工作人员将

为办事人提供线上深度咨询导
办服务，确保一次办成。

本月起，于家务乡政务服务
中心在工作日午休期间，充分发
挥综合窗口服务优势，满足办事
人的午间办事需求。大厅人员
在前台轮流值岗，负责引导接待
办事群众，审批人员在业务窗口
随时受理业务。

据悉，“午间不间断”对外开
放时间为中午 11:30-13:30，疫情
防控期间，对所有进入大厅的办
理人员进行体温检测与健康码
检查，并做好登记。

“我们平时上班时间和政务
服务中心的时间差不多，经常想
办理业务都不方便，需要请假，
现在中午办理业务不间断，我们
可以利用中午休息时办理，十分
便民。”在附近工作的李女士说。

此外，于家务乡政务服务中
心大力推行全程网办，包括网上
预约、申报、受理、审批和结果反
馈的全程“不见面”审批，对于已
实现“全程网办”并纳入“延时服
务”清单的事项，延时服务期间
将继续做好审批服务工作。

早晚弹性办 午间不间断

政务延时服务让市民享便利

本报讯 （记者 王欢）为进
一步推进党建引领老干部工作向
基层延伸，积极引导老同志为社
区发挥作用，8 月 4 日上午，原通
州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王
志红走进中仓街道西上园社区，
为辖区的 30 余名老党员上了一
堂生动的党课。

王志红紧紧围绕“知党爱党，
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这个主
题，从中国共产党 99年历史是一
部艰苦卓绝的革命史、是一部艰
难曲折的创业史、是一部成就辉
煌的发展史、99年光辉成就的取
得关键在于党的坚强领导以及做
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五大方面详
尽解读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年
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他说，作为退休干部党员要
“不忘初心，牢记党的使命；重
视学习，跟上时代发展；提高觉
悟，做到两个维护；身在社区，

参与小区建设”，做一名合格的
共产党员。

生动的实例，通俗的语言，赢
得了在场老党员们的阵阵掌声。

“王主任的党课很精彩！通俗易
懂、声情并茂，很接地气，没想到

‘老师’就在我们身边啊，希望这
样的党课能够多组织、这样的活
动能够多开展。”活动结束后，社
区里很多老同志们纷纷表示，今
后一定要牢记党员的身份和责
任，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作出
力所能及的贡献。

据介绍，中仓街道西上园社
区党总支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主
动挖掘辖区内红色资源，为老同
志就近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让老
同志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当中
来，同时也促进了党建引领老干
部工作向基层延伸，以及同社区
党建工作相互融合，让社区党建

“活”起来。

挖掘红色资源 就近发挥作用

退休党员干部进社区讲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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