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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耀飞

家住潞城镇小豆各庄村的
赵雪梅最近挺高兴，上门说理
儿的少了，当面夸她的多了，家
家户户都把自家门口管好，村里
的环境整洁了。原来，依托“文
明银行”平台，村里推行“门前三
包”制，户户签署责任书，并严格
执行监督机制。3 个多月来，村
民“门前三包”评分表上，从常有
零分到多为满分，212户村民默默
形成了文明约定。

铁包公每日巡查
从得罪人到环境美

“门前三包”制要求，村民
承诺自觉做到维护门前环境、
不乱堆乱放、做好日常清洁等
工作，村里征集村级监督员，
日日巡查为村民打分，月度得
分情况计入“文明银行”积分
卡，直接影响村民所能享受到
的回馈与服务。

大家都觉得“得罪人的活
儿”却被赵雪梅接了下来，她成
了村里“门前三包”打分员，每
天都得在村里转一遍，对照大
家签下的责任书，检查各家各
户环境是否保持好。垃圾分得
不对，扣分；门前卫生不干净，
扣分，这位“铁包公”判得细，全
村 212 户，每户的情况赵雪梅都
记在心里。这位“铁包公”一碗
水端得平，村党支部书记家塑
料袋错放在厨余垃圾桶内，她
毫不留情地在垃圾分类这项打
上零分。“铁包公”腿跑得勤，对
本村村民当面说明扣分原因、
告知改正方法；外来租户不常
在家，她就挨家挨户敲门劝说

“门口要保持干净整洁，垃圾要
分好类”；联系不上租户，她就
通过房东跟租户强调环境卫生

的重要性。
如今走进小豆各庄村，街

道干净整洁、两侧栽花种树，每
隔一段都有木质座椅供村民休
息。步行 10 分钟，没有看到一
片纸屑、一个烟头。村党支部
书记王宗乐透露秘诀，严格“门
前三包”日巡查，帮助村民发现
环境问题，紧抓评分环节与结
果倒逼群众清理卫生死角。

在推行“门前三包”的同时，
小豆各庄村还建立了环境常态
化建设监督机制，引入第三方专
业保洁公司负责村域环境打造，
户户签署“门前三包”责任书管
好“责任田”，专人负责日日打
分，村“两委”及村级环境专职协
管员则对打分情况进行监督、审
核，并将打分结果按月进行公
示，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积分撬动村民自管
院内外常新常靓

小豆各庄村的“门前三包”
工作只是潞城镇引领村民自治
乡村环境，建立环境卫生治理
长效机制的一个缩影。

集 中 整 治 提 升 人 居 环 境
后，潞城镇依托“文明银行”平
台，以积分为手段，多途径探索
群众参与常态治理的方式，陆
续推出“最美庭院”创建工作，
以月度评选、流动红旗等方式
刺激群众美化庭院，在全镇 33
个平房村推行“门前三包”责任
制，并通过推树优秀打分员、村
民自建监督队及环境监督办公
室、协管员、“文明银行”工作人
员等成员组成联合小组抽查等
方式，确保各村将“门前三包”
积分制作用落到实处，以群众
自治提升乡村环境管理水平，
有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与美丽
乡村建设。

村庄推行门前三包制 村民认领责任田

小积分撬动环境大变化
212户村民的文明约定

本报讯（记者 郭丽君）“你看这花
多漂亮。”家住中仓街道莲花寺社区刘
菜园胡同的代崇娣和社区志愿者们一
起为花卉绿植施肥。他们所用的肥料
不是外面买来的，而由居民家中的厨
余垃圾发酵而成，是自然无公害的土
壤肥料。而厨余垃圾做肥料的新办
法，也促使垃圾分类风尚在社区里更
加流行。

今年，莲花寺社区开展了街巷环
境小微提升，一改以往侵街占道、堆物
堆料屡清不绝的现象。在街巷两旁摆
放花箱子，种上各色花草和绿植，以花

造景、以花怡人。如今走在胡同中随
处可以看到娇艳的牡丹、袅娜的月季、
馥郁芬芳的茶花，它们高低错落，将社
区装扮成花园。

好景不长，问题就来了。前不久，
社区居委会主任高艳辉在胡同里巡查
发现，花的长势不是很好，经询问社区
养花达人代崇娣得知，由于花长在花
箱里，得不到充足的养分，长时间下去
很容易枯萎。

自社区环境小微提升后，胡同中
花香阵阵，绿色掩映，居民们已经爱上
了这样的街巷环境。如何保住这份静

谧美好，如何让这抹绿色成为街巷中
的永恒色，是社区很重视的事情。可
购买肥料的钱从哪里出？植绿又是需
要长期投入的事，为解决这个问题，高
艳辉上网查阅资料后灵机一动，借着
垃圾分类的东风号召居民将厨余垃圾
变无公害肥料。“厨余垃圾制成肥料，
既可以就地取材零成本又减少了厨余
垃圾的产出量，岂不两全其美。”沿着
这个思路，她咨询园林部门后动员居
民积极利用厨余垃圾制成堆肥。

为此，社区还通过在胡同议事厅
开设堆肥制作小课堂，教居民如何用

厨余垃圾制作堆肥。开课当天，来了
不少居民，大家兴致勃勃、一步一步跟
着老师学习、记录，有些年纪大的居民
用手机录下制作过程，准备回家仔细
琢磨。

为方便居民投放厨余垃圾，社区
还在明显位置设置垃圾堆肥桶，通过
高温分解，一个月就能产出肥料。渐
渐地，周边居民都主动将厨余垃圾投
放到垃圾堆肥桶里，同时还向其他居
民讲解垃圾分类的好处。如今，越来
越多的居民加入“护花使者”志愿者队
伍，定期用堆肥浇灌花草、绿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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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成立物管会 助力老旧小区改造
多部门齐抓共管勤沟通 施工单位不再唱独角戏

厨余垃圾堆肥 绿色处理添彩社区环境

本报记者 田兆玉

从看到公示栏上的改造效果图开始，翠屏
南里19号楼的牛慧彬就对“新居”有了期望，而
随着改造的顺利推进，一封感谢信也在她心中
酝酿，“说实话，老旧小区改造这么顺利，离不
开我们新成立的物管会，哪不满意、哪有疑问，
找他们反映准有答复，拿我们居民的小事当事
儿，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答复，物管会特暖心。”

今年 6 月，梨园镇以《北京市物业管理条
例》实施为契机，结合翠屏南里老旧小区综合
整治工作，最终选择在翠屏南里成立镇内首家
物业管理委员会。物管会自 2020年 6月 21日
成立，任期 3年，由 9人组成，其中主任 1名，副
主任1名，委员7名。经过几轮选举和公示后，
刘老公庄村委会工作人员季红艳当选翠屏南
里物管会主任。

“我们小区产权比较特殊，这次参与改造
的 4栋楼建于 1995年，居住的主要是外来买房
人，村民搬迁上楼的几栋楼是2005年建的，居住
的主要是刘老公庄本村村民。”季红艳身兼刘老
公庄村委会工作人员和翠屏南里物管会主任两
个职务，在她看来，物管会是新生事物，是挑战
也是机遇，作为沟通社区、物业和业主的桥梁，
对于老旧小区来说，物管会是破解社区物业管
理难题的一把新“钥匙”。物管会成立后，老旧
小区改造也开始进场施工。

沟通沟通、、协调协调、、告知告知
物管会当起物管会当起““连心桥连心桥””

据了解，1995年建成的翠屏南里小区 8、9、19、
20 号楼，住着 168 户居民。由于建设较早，与后建
楼宇形成了近 1 米的地势落差，下雨时常成为“内
涝点”。今年，梨园镇将翠屏南里这 4 栋楼作为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在解决下雨内涝问题的同时，提
升居民居住环境，通过建筑节能、外立面、内部公
共区域、户内、屋顶平改坡等改造内容，将小区打
造成为融合、创新、互联的老旧小区改造示范区，
改造工程预计年底完工。

8 月的北京，闷热，湿粘，还时有雷阵雨造
访。翠屏南里被改造的 4 栋楼楼身已被脚手架
围起，工人们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同时，正挥汗如
雨，加装最后几片绿色围挡。楼前公示栏展示
着改造后的效果图，颜色清新，和小区里后建的
楼房外型相似。

“以前进了小区，就显得我们这 4 栋楼灰头土
脸，没有后建的楼房干净漂亮，这次改造终于把颜
值提升上来了。”19号楼的居民牛慧彬对改造后的

“新居”期望颇高，在她看来，老旧小区改造进展顺
利，离不开小区刚刚成立的物管会，“物管会什么
都管，改造过程我们有任何疑问、不明白，他们都
会耐心解答，还会帮我们记录意见反映到相关单
位，别提多负责了。”

“老旧小区改造中肯定会产生很多沟通方面
的问题，我们之前也听说过，一些老旧小区改造不
顺利的原因，多是前期与业主沟通协调告知等工
作不到位，从而产生矛盾。”季红艳认为，物管会应
该充当政府与居民“连心桥”，把沟通、协调、告知
的事做到位，居民有疑问及时解答，就能避免很多
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20 号楼居民牛福华还记得，改造工程开始以
来，物管会工作人员们经常登门拜访、询问情况、
解决问题。“大热天的，我心里挺不落忍的，物管会
的工作人员为了我们的事儿来回奔波。”工程进展
到什么情况，下周要开始哪项施工，需要居民如何
配合，这些需要事先告知的情况物管会都会一一
通知到户。“比如哪家下周不在家，哪家周末要出
去旅游，入户施工就需要临时调整时间。”在牛福
华看来，这些零散杂乱的小事儿向物管会反映后，
经过物管会协调，施工队及时重新调整了入户时
间。“工程没耽误，我们的行程也没受到影响，这一
点就很不容易。”

物管会的工作得到了居民认可，在季红艳看
来，他们不过就是将居民的意见收集统计起来，
再反馈给村里、物业和施工单位，作为改造项目
的参考。“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物管会，村党支部
也帮了大忙。”

多部门齐抓共管多部门齐抓共管 设咨询点解答居民疑问设咨询点解答居民疑问

在翠屏南里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多部门
齐抓共管，物管会沟通告知，村党支部帮忙协
调，施工单位设立“咨询点”……通过多方合力，
让老旧小区改造不再是某个单位的“独角戏”。

“我们吸取了去年老旧小区改造的经验，在
今年施工前，把沟通协调作为重中之重。”镇规
划建设办公室相关负责人马继业表示，“去年施
工时，发生过工人干活、居民阻拦的情况，其实
问题不大，都是沟通不畅导致的。”翠屏南里物
管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帮助相关部门做好居民
的沟通工作，让居民知道有问题也知道找谁反
映，满足居民更多个性化需求。

多部门齐心协力做好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施工单位也把“沟通、问询”当成一件大事儿来
对待。每天早上 7点半，施工改造现场就会有
人“支摊儿、设点儿”，施工工序、进展、工艺……
居民随时想起任何问题，都可以到家门口的“咨
询点”前找答案。“刚开始居民问的比较多，这几
天都没什么人来问了，这改造方法他们都清楚
了。”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白经理笑着说，“我们
每天都有专人盯摊儿，从早上 7点半到下午 6
点，居民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

施工单位答疑、物管会收集意见，小区所
在地的村党支部也没闲着。“我们其实和物管
会一样，都是为了让工程顺利进行，居民有问
题有疑惑，我们也会帮着解决协调。”刘老公

庄村党支部书记马玉禄介绍。前不久，他们刚
刚联手物管会，解决了设计方案中的窗户问
题，通过收集居民的合理意见，反映给施工单
位和设计单位，最终方案得以修改，“居民很
高兴，毕竟是人家长年居住，他们感觉合适最
重要。”

马玉禄介绍，在最初的设计方案中，窗户
统一向外推，有居民对这个设计方案不满意，
组建了业主群反映这一问题。于是，村党支部
协同物管会、物业、施工单位、镇规划办等单
位，通过前期沟通，最终明白了居民的诉求。

“大家想把窗户改成朝内开。因为北京雷阵雨
比较多，有时会伴随刮大风，窗户朝外开，一旦
被风刮坏，玻璃很容易伤人，造成安全隐患。
所以居民希望修改方案，我们经过研究认为，
这个意见是合理的。”经过大家一致沟通，最终
设计单位修改了方案，窗户全部改为向内开。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方案刚改好，又
有另外几位居民提出疑问：“之前方案都公布
了，怎么说改就改了？我们觉得窗户向外开挺
好。”物管会联合村党支部再次出手，通过“包
户”，一家家解答，最终得到了居民的认可。先
前成立业主群的群主，也被物管会和村党支部
耐心协调、事事替居民考虑的工作态度感动，
主动说：“以后有什么需要通知告知的事情，您
尽管开口，我在群里告诉大家。”

遇事向前站一步，已经成为翠屏南里物管
会、刘老公庄村党支部、施工单位、镇规划建设
科在老旧小区改造中默默达成的共识。通过
一件件小事，大家感叹：“其实居民都是通情达
理的，有些事还是我们告知得不够，没有把沟
通工作做在前面。”

为了更好服务居民，每周五，几家单位都
会召开例会。会上把本周存在的哪些问题进
行统一说明，下次开会再把前一周哪些问题解
决了、哪些问题没解决、没解决的原因是什么
说清楚，“需要协调沟通的我们再一户户去
谈。”马玉禄说，居民说什么了，他们都会耐心
倾听，记在心上，“把居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多上点心，就能减少矛盾的产生。”

通过这次老旧小区改造，刘老公庄村、翠

屏南里物管会认为，他们和业主的关系更加融
洽了。

“通过党建引领，我们集思广益，遇事不
慌，凡事站在居民的角度考虑，通过亲情、友
情、热情打动居民，只要我们把涉及居民的一
件件小事做好，就没有什么大事能难倒我们。”
物管会主任季红艳说。

今年，梨园镇也将以翠屏南里“物管会”作
为全镇试点模板，在全镇范围内进行推广，“下
半年，我们将不断收集整理翠屏南里物管会好
的经验和做法，推动一批村民自住楼、商品房小
区成立物管会，力争年底达到80%的覆盖率。”
副镇长刘树才表示，同时，还将建立物业管理长
效机制，切实提高党组织领导下的物业管理和
社区治理水平，让居民满意，让百姓放心。

党建引领一切为民党建引领一切为民 将建物业管理长效机制将建物业管理长效机制

本报讯 （记者 冯维静）张
家湾再生水厂配套管网改造工
程接近尾声，预计下月全部完
工。届时，再生水厂将“开足马
力”，大幅提升周边居民的生活
质量，同时有效解决北京环球主
题公园污水排放问题。

近日，在合美渔都施工现
场，多台挖掘机挥动着机械臂
进行暗挖隧道的顶管工作坑作
业。“工程已完成总体工程的
90%，剩余尾工部分正在加紧
建设，我们实行 24 小时 3 班倒
工作制度，力争 9 月底前完成
主体工程。”区水务局水务工
程事务中心项目负责人郭子彪
向记者介绍说，剩余工程为合
美渔都古桥改线段和张家湾古
城墙改线段，均通过边挖边下
管线的方式加快施工，待全部
管线完成焊接、探伤实验、打
压实验后，将进行回填掩埋并
恢复场地。

据了解，张家湾再生水厂配
套管网工程是市、区两级重点水

务工程，主要沿萧太后河、凉水
河北岸，垂柳路、张采路新建 11
公里污水管线、12 公里再生水
管线。整个工程分为四大部
分：张采路污水干线，此部分污
水管线上游承接张采路两侧居
住区的污水；垂柳路污水干线，
此部分污水管线上游承接垂柳
路两侧的居住及工业区污水，
同时承接现状张家湾污水处理
厂的污水，接入新建张家湾再
生水厂；凉水河北污水干线，此
部分为张家湾再生水厂配套污
水干线主线，上游承接整个西
北部的污水管线接入，以及张
家湾再生水厂退水管线。

工 程 上 游 分 别 承 接 张 采
路两侧居住区、垂柳路两侧居
住 区 及 工 业 区 的 污水，同时，
还承担着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全
部污水排放及 70%再生水输送
供给任务，待配套管网建设完
成后，再生水厂将“开足马力”，
有效解决副中心东南部和北京
环球主题公园污水排放问题。

本报讯（记者 陶涛 通讯
员 曹杰）“我今儿不光理了发，
还享受了一次专业按摩。”台湖
镇定海园二里社区的张老先生
开心地走出屋子，对当天社区开
展的义务按摩、理发和测血压血
糖志愿活动赞不绝口。

为更好地服务辖区行动不便
的老年人，让他们切实感受社会大
家庭的关怀和温暖，近日，定海园
二里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开展了一场项目丰富的上门服务。

“您看看，想剪个啥发型？”
理发服务过程中，理发师认真听
取居民要求，娴熟地拿着齿剪、
电剪等工具为“顾客”修剪发
型。理发后的居民个个精神焕
发，连竖大拇指。慢病患者以
及“三高”人群测完血糖血压
后，医务志愿者还对需要治疗的
病人病情给出进一步的检查、治
疗建议，并为老年人讲解定期检
查身体的重要性，鼓励老人树立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养成健康
的生活习惯。记者发现，前来理
发、测血压血糖的社区居民依次

取号等候，做到随剪随走，随测
随走，减少人员聚集。

另一边，按摩推拿服务项目
也正有序开展。志愿者们以

“搓、揉、拿、捏”等娴熟的专业按
摩技术，一边帮老人们进行颈
椎、肩、腰部按摩服务，一边询问
他们的身体状况，给出调养意
见，并教授他们传统中医理疗手
法，帮助老人们掌握如何自我保
健。大家开心地聊着家常，整个
社区充满了浓浓的关爱。

“疫情期间老年人不方便出
去理发、健康体检，疫情进入常
态化防控阶段后，我们赶紧联系
了志愿者，想为社区老年人多提
供些服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根据疫情防控等级科学有序组织
此类活动，让更多的居民群众感
受社区的关爱与温暖。”定海园二
里社区党支部书记崔爱民说。

我区自 2019 年 5 月启动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以来，已
建成 17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60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实现
了街（镇）、社区（村）全覆盖。

张家湾再生水厂
配套管网工程下月完工

解决东南部和环球主题公园污水排放问题

志愿服务送上门
便民健康又暖心

改造现场设咨询处专人“盯摊儿”，居民可随时提问。
记者 田兆玉/摄

翠屏南里小区改造规划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