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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之所及皆是变化目之所及皆是变化 心之所向满是欣喜心之所向满是欣喜
普通群众成为普通群众成为““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讲述城市副中心新生活讲述城市副中心新生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陶涛陶涛 实习记者实习记者 陈潇陈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昨日，北京城市副中心举行“我看副中心变化”新闻发布会。
与以往发布会不同的是，这次的新闻发言人，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副中心的9位普通群众代表。他们既是城市副中心变化的见证者，也是城市
副中心建设的参与者，更是城市副中心美好未来的共享者。

从他们的故事里，不仅可以看到城市副中心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生机勃发的良好态势，看到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带给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还可以看到城市副中心群众拼搏奋斗的火热场面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人民群众的深刻理解、广泛参与和倾力支持，汇
成了城市副中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力量源泉。

美丽城市副中心 看看咱乡村

老槐庄村是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环境优美、街道整
洁、邻里和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这几年我亲身经历了村
里的巨大变化。

建设美丽乡村，第一任务就是拆除村里的私搭乱建。
2018年前，村北口商业街上的各种店铺门脸多是农户自己
盖的后背房，是典型的违建。

村里的动员小组多次跟大伙儿做工作，可连着三天没一
户签字。第四天，村干部马连江主动提出：“我是村干部，就应
该带头儿。国家下大力气建设新农村，咱个人也得做贡献。”

随着机器的轰鸣，马连江家的后背房拆除了，看着村干
部有红本的房都这样带头拆了，很快大家都签了字。

拆违建、修围墙、建小公园，村里改造热火朝天，后来又
把一个垃圾坑改造成了占地 27亩的老槐庄村大钱坑食用
菌主题公园，实现产业和观光旅游一体化建设。以后大伙
儿来我们村，既能采摘食用菌，又能住老槐庄村农家院、食
用菌主题民宿，看主题文化展览馆。

我现在还开了抖音和快手号，打算以后带大伙儿一起
开直播，拓宽村里的农产品销售渠道，让更多的人感受咱城
市副中心农村的美景和农民的精气神儿。

与城市副中心同成长共翱翔

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大环境下，农业的转型迫
在眉睫，这对于经营了 20多年传统农业的农民来说，无疑
是巨大挑战。

2018年，在政府支持下，合作社进行了物联网、水肥一
体化等一系列技术革新。

互联网传感反馈太神奇了，可以及时发现农作物的异
常，科学精准把控品质。而且，经过数据监控和收集，便于
农产品追根溯源。

今年，我们又为系统升级，在家里拿起手机就可以控制
大棚，特别方便。我们还建了一个联动温室大棚，占地足有
十亩，种满了菠菜、荠菜、茴香、香菜……效果好的话，这个
机械化智能化大棚将在社员中推广。

除了销售蔬菜水果，合作社还多次举办蔬菜种植与科
普亲子活动。光是去年，合作社就累计接待了1000余人的
参观体验，社员总收入提高了 50多万元，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获得“双丰收”。

农民们的新时代梦想随着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发展一步
步扎了根、开了花。转型挑战让大家把握住了历史发展机
遇，我们有信心会把日子过得更有奔头儿！

一名退休教师
在城市副中心感受到的文化范儿

我在通州生活了 9年，让我感受颇深的就是这些年来，
城市副中心全民阅读和各种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展
示了厚重的运河文化底蕴。

就拿我们北苑街道来说，阅读文化活动数不胜数。去
年红色经典诵读培训中，学员们虽多是五六十岁的人，但诵
读出了意气风发，读出了伟大革命者崇高的心灵光芒。这
批学员很快就成了各社区的阅读推广人，有的还引导孙子
孙女朗诵，家庭的读书氛围更浓郁了。

遍地开花的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世界，也记录了
时代风貌。抗击疫情中，大家纷纷用诗歌、剪纸、歌曲等形
式为逆行者助力。看到狂风中值守的值勤人，我非常感动，
创作了《雪花》一诗：

风儿说：
你看那雕塑般伫立的守护者，
心涌暖流，手连爱潮，
掀起一片片阳光似的热浪！
雪花说：
我要轻轻抚摸他们冰凉的面庞，
化作春水，
浸润他们的大爱无疆！

一把尺子量到底
“拆”掉村民心中疑虑

作为北投集团第一批派驻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者，我参
与了潞城办公区和东方厂周边棚改项目共25个村、2万多人的
拆迁安置任务。我深切感受到，近年来城市副中心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可以说，目之所及皆是变化，心之所向满是欣喜。

2017年东方厂棚改拆迁的一天早上，指挥部突然来了不
少村民，说我们执行政策不公平。眼看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我
主动带头站到村民面前说：“我们作为城市副中心征拆工作的
责任人，自愿接受大家的监督，一把尺子量到底是我们的原则，
给百姓办实事是我们的做事准则，我们绝不让任何一个老百姓
的利益蒙受损失！”敢于担当的态度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我们立即组织再次入户解释政策，真正“拆”掉村民心中疑
虑。10天后，9个村1万余名村民全部签约，我也因此获得了“荣
誉村民”称号，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城市副中心人”。至今，那金
灿灿的“荣誉村民”证书还一直放在我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

如今，数万百姓从低矮破旧的蜗居欢欢喜喜搬进了宽敞明
亮的楼房，孩子们在鸟语花香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开心地嬉
笑玩耍，老人们在碧波荡漾的大运河边悠闲地钓鱼晒太阳……
百姓居住环境彻底改善，生活质量大幅提升，我心中无比骄傲。

城市副中心建设 重面子更重里子

作为一名通州区的居民和社区工作者，我深切感受到，日新
月异的城市副中心建设不仅重视城市的“面子”，更重视“里子”。

管线老化、上下水堵塞、私搭乱建、楼顶漏雨……城区的
楼房大多已经二三十年了，普遍存在问题，居民特别盼望这些
老城问题尽早解决。

居民盼望的，正是城市副中心所做的。老城双修启动以
来，以我们社区为例，今年小区已进行部分改造：楼顶防水，楼
体粉刷，外加保温层，楼道管线入槽，安装扶手……老房子保
暖又漂亮，再也不用担心“跑冒滴漏堵”了，居民都说这不像改
造的，简直像新建的一样！我们回访调查发现，原来个别门
窗、暖气不太好的住户今冬室内温度提高了十度，老人们说：
身上暖了，心更暖了。

除了楼体改造，社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绿化美化等
方面都得到持续提升，社区居民开玩笑说：瞧瞧，我们老城的
房子，房价都高了。今年，社区还建立了“议事厅”，成功解决
了安装电梯、安装天然气、物业引进等问题36件。

我想，多解决居民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就是社区工
作者为城市副中心建设做的最踏实的工作。

与城市副中心一起高质量蓬勃发展

2019年初，特斯联科技集团将总部外迁到了北京城市副
中心，并完成了工商注册和税务落地“双落户”。

转眼一年过去了，集团落户之初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当
时，面对一系列纷繁复杂的落户政策、文件和流程，毫无经验的
我们真有点手忙脚乱，不知从何下手。城市副中心的“企业服务
管家”及时出现，为我们提供“一对一”的服务。当时集团还没有
办公场地，无法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很多工作无法开展。城市副
中心先行先试，创新推出“新建楼宇住所证明”，我们仅用一天
时间就完成了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大大缩短落户时间。

一年来，我们还有幸赶上了城市副中心密集出台的各项
优企惠企政策。尤其是 2019年正式发布包含“前奖励+后补
贴+企业服务”三大类政策文件的“通八条”实施细则，今年集
团就切实享受到了这些政策带来的实惠。

在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城市副中心又雪中送炭，及时
兑现了“前奖励”资金 600万元给我们。相关部门更是结合疫
情实际，将原本由多个委办局分别审批的手续合并为“一个窗
口、一个人员、一张表格、一个小时”全部办结，以最快的速度
将奖励资金划拨到企业账户。

未来，我们将发挥集团在海内外建立智慧城市的先进经
验，积极参与到城市副中心智慧城市顶层设计中来，与城市副
中心一起高质量蓬勃发展。

“副中心”是一种生活品质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电视编导和记者，也是一个
北漂的南方人。

2013年，我搬到了通州区，透过车窗远远望见大运河，
一下子有了豁然开朗、眼前一亮的感觉。北京也有这样的
江南吗？从小就在闽江边长大的我突然在这里找到了在老
家福州的感觉，义无反顾地选择把家搬到了这里。

由于工作忙碌，远郊旅行和郊野运动对我来说曾特别
奢侈。在城市副中心，我找到了自在的生活方式，在运河边
边跑步边写稿、边思考边联络。疫情期间我还带着一些孩
子在运河体育场开启户外幼儿园模式，大家一起运动、学
习。我年近70岁的妈妈也到运河边跳操，还跳出了运河湾
快乐健康操队。很多叔叔阿姨都说，挨着大运河活动，身体
和心情都好了。

这几年，我见证了这里医疗、教育、交通资源的不断集聚
和优化。通过镜头，我也记录着城市副中心变化的方方面面，
其实我早已把这里当做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希望把这里的“首
都效能+江南品质”传递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城市副中心。

共同缔造幸福城市副中心

2003年，我成为了一名社区工作者。17年来，我见证了
基层社区工作的发展，也见证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日新月异
的城市面貌、蒸蒸日上的百姓生活。

疫情期间，通州第一例患者就在我们辖区，这户人家除
6岁的孩子外都需住院治疗。我一边安抚家长情绪，一边多
方协调，超过 6个小时的沟通后，终于妥善解决了孩子的照
料问题。社区里几位老党员自发坚持清晨防疫值勤，众志
成城实现了社区性传播零发生。

我们玉桥东里社区邻里关系像四合院一般温暖融洽，
居民在楼门长的带动下发挥主人翁精神，用自家的装饰品
美化楼门。楼门文化发源于通州，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城市
副中心建设特有的品牌文化之一，近年来还吸引了香港、台
湾、西藏、上海等地区的人员前来参观学习。

当发现社区青少年寒暑假教育管理存在空缺，我们组
建起社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小组，开展社区“青少年六小实践
活动”，吸引了很多群众投入工作，还在全市推广。如今，我
们社区已有 17个志愿服务组织，居民通过志愿服务以自己
的方式助力城市副中心建设。

镜头定格“水韵林海 千年绿城”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通州人，同时也是中国摄影家联
盟摄影师，我在 20年间跑遍了通州的大街小巷。如今，我
和我的摄影师朋友都有同样的感受：以前是满处找景儿，
现在是一步一景儿、四季有景儿。

新建规模宏大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郁郁葱葱的大运
河森林公园、历史悠久的西海子公园、临河而建的运潮减
河公园……众多大小公园串联起来像是城市副中心的一
条“绿色项链”。遍布城区、居民区、乡村的口袋公园也各
具特色。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每次路过东方化工厂都会闻到
一股刺鼻的味道。现在化工厂变成了城市绿心森林公
园，这张城市副中心的“生态名片”成为周边居民周末休
闲的热门景点，也成了我日常摄影的打卡地。西海子公
园也从原来的“光秃秃”改造成“绿油油”，景点极具特色。

我老家在台湖，台湖公园有一座恰似鱼形的景观桥
呈“S”形横跨湖面，名叫“长虹鱼跃”。登桥眺望，随着曲
线变化可以看到湖中别样的风景。这座景观大桥传统文
化寓意浓厚，形式又非常现代，特别上镜。

这几年，我透过镜头看到家乡越来越绿、越来越美：
绿的是森林入城心旷神怡，美的是满城公园美不胜收。

我爱我的家乡，我将继续用镜头记录城市副中心的
发展巨变，为城市副中心留下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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