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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观察

本报讯（记者 刘菲菲 高枝）昨天上午，
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 (扩大)会
议。市委书记、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蔡
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城市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委
城市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延昆出席。

会议指出，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是“十
四五”开局之年。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城市工作提出
更高要求，“五子”联动也为城市工作增添了
内在动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
京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做好城市工作，规
划更上水平，建设更有质量，管理更加精细，
发展更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首都高质
量发展。

会议强调，城市工作要充分发挥规划引
领作用。把实施好核心区和城市副中心控

规作为落实城市总规的重中之重。核心区
持续降低“四个密度”，推进中轴线申遗保
护。城市副中心抓好在施项目，打造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
范区。抓好教育、医疗、轨道交通等重点专
项规划制定实施。用好第三方力量，开展首
次城市总规实施情况全面评估。

会议强调，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融入新
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要抓住机遇，引入
社会资本，撬动各方积极性，打造符合城市
战略定位和产业功能的活力空间。坚持项
目化推进，安排好重点任务，落实好项目清
单，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更新改造样
板。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细化规划、土
地、金融、财税、建设管理等相关政策。坚
持共建共享，有事与群众商量着办。老旧
小区改造要推广“劲松模式”“首开经验”，

加快完善政策标准，改出新机制、新面貌。
落实好市属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支持央产
老旧小区改造。

会议要求，抓好城市治理，提高精治共
治法治水平。疏整促专项行动和背街小巷
精细化整治提升要与城市更新结合起来。
持之以恒抓好两个“关键小事”。垃圾分类
重点抓好家庭分类环节，加强入户和现场指
导。物业管理持续提高“三率”水平，解决好
群众诉求，形成有效运转机制。深化党建引
领“吹哨报到”“接诉即办”改革，聚焦“七有”

“五性”，用好民生大数据，推进“接诉即办”
立法，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

会议强调，要围绕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
改抓好城市工作。强化责任担当，确保全部
按期整改到位，不断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水平。继续巩固深化规自领域问题整改，强

化村地区管，深入整治涉地乱象和涉地腐
败，对新生违建“零容忍”，做好环境治理和
生态修复。

会议要求，加强韧性城市和健康城市建
设。提高规划设计标准，大力发展绿色出
行、公共交通、区域快线，建设低碳城市。坚
持底线思维，加强对城市工作重大问题的前
瞻性研究，优化布局战略留白空间。推进健
康街道建设，建好用好体育健身设施。加强
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市委城工委各成员单
位和各区按照重点任务和计划抓好落实。

会议审议通过了市委城工委 2021年工
作要点、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听取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情况汇报，书
面审议了市委城工委2020年工作总结。

市领导张家明、夏林茂、隋振江、杨斌、
杨晋柏、卢映川、于鲁明参加。

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蔡奇主持 陈吉宁张延昆出席

北运河船闸首批人字闸门开始安装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三月的城市

副中心春意正浓，北运河船闸工程进入
建设“黄金期”。目前，榆林庄、甘棠两
座船闸主体展露真容，首批闸门门叶等
金属结构设备开始安装。连接河道两
岸的榆林庄、武窑两座交通桥将于 5月
实现通车，确保 6月底北运河通州段 40
公里按期通航。

日前，记者在北运河榆林庄船闸施
工现场看到，船闸两侧的主体轮廓已
经成型，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船闸上下
闸首、闸室的脚手架上施工，安装在底
板上的吊车正在有序吊装，板面上的
水泥路面基本铺设完成。船闸前方，
一座连接南北的桥桩也已搭建成型，

“这是横跨船闸航道的交通桥，是连接
西集和漷县的重要组成部分。”施工方
负责人介绍，交通桥为钢筋混凝土结
构，预计 5 月底前可完成桥面吊装，实
现通车。接下来，沿岸还将建设慢行
道、休息区、观景区等服务设施，利用
此前的河堤路、巡河路，打造集骑行、
步行等功能于一体的慢行系统，让游客
有的看、有的玩。

除了榆林庄船闸，北运河上的甘棠
船闸也完成了金属埋件安装等工序，即
将实施生态绿化等景观提升工程。施工
方介绍，目前甘棠船闸、榆林庄船闸首批
两扇人字闸门的门叶及相应埋件等设备
已运抵施工现场，开始安装。首批到场
闸门，将分别安装在甘棠船闸的下闸首
和榆林庄船闸的上闸首。（下转2版）

本报记者 冯维静

水龙头转好几圈儿也拧不紧，水流滴
滴答答关不严等现象，如今在通州居民的
家中几乎消失。目前，通州城区节水器具
已实现 100%全覆盖，每年能节约用水 70
余万立方米。此外，去年通州完成39个老
旧小区供水设施改造任务，约3.7万人喝上
更加安全、优质的市政大管网自来水。

昨天是第29届“世界水日”，本周是第
34届“中国水周”。记者从通州区节水事务
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城市副中心把绿色发展
和节约用水相结合，持续推进绿色生态节水
社会建设，节水型社会初具规模。

堵住家庭用水“三大件”
跑冒滴漏

记者从通州区节水事务中心了解到，
早在2016年，通州区就开始持续推广高效
节水器具。目前，通州城区节水器具已基

本实现100%全覆盖。
其中，换装的花洒用水效率均在2级以

上，采用空气注入技术，增大压力减少水流
量，节水达30%以上；13升的马桶水箱初期
更新为9升，后来又换成双按钮的6升新式
水箱；铸铁水龙头被淘汰，陶瓷芯片密封式
水龙头、雾化水龙头等新产品全面“上岗”。

堵住了家庭用水“三大件”的跑冒滴
漏，不知不觉中，平均每户居民一个月就能
省下1到2立方米清水。

经初步统计，节水器具推广后通州每
年能节约用水70余万立方米。按现行水价
计算，居民家庭可节约水费支出305万元，
折合每户每年平均减少水费支出31元。

39 个老旧小区喝上市
政自来水

此前，通州区部分老旧小区供水管网
由于铺设年代久远产生破损，导致供水压
力不足，“跑、冒、滴、漏”现象时有发生，管

网漏损、抢修次数日趋频繁，不仅造成水资
源的浪费，也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
便。为解决老旧小区管网老化问题，通州
区水务局启动老旧小区供水管网改造
工程。

“居民室外旧管网全部更换为强度高、
韧性好、耐腐蚀、不易漏损的球墨铸铁管以
及薄壁不锈钢管、PE管，确保改造后的小
区供水安全、水质提升。”区水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结合极端天气，他们还对供水设
施进行保温升级，包括加深管道埋深和立
式水表箱底座封闭保温等，提升供水设施
应对寒潮的能力。

该负责人表示，通过实施自备井置换
和老旧小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一方面可
以大大提升小区的供水服务，水质更加安
全可靠，水压更加平稳。而且，市政自来水
水质硬度大大低于自备井水，自来水口感
明显改善。同时，关停自备井可减少地下
水开采，涵养地下水源。

去年，通州完成39个老旧小区供水设

施改造任务，约 3.7万人喝上更加安全、优
质的市政大管网自来水。每年节约地下水
源约62万立方米。数据显示，地下水位也
已出现止跌回升态势。

节水型社会建设再上新台阶
水务部门表示，通州区节水型社会建

设成效显著。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通
州区用水总量严格控制在市级考核范围
内，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降幅达到
28%，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幅达到
61%，副中心建成区污水处理率达到 99%。
同时，创建节水型载体511个，换装节水器
具5.5万套。“两田一园”范围内农业节水灌
溉面积覆盖率达到 98%以上。此外，搭建
国家级和区级水资源监控平台，实现乡镇
水厂、农村生活自备井及企事业单位自备
井用户等用水的远程监控。

同时，通州区加大再生水利用，行政办
公区年度绿化灌溉、道路浇洒、镜河生态补
水等利用再生水470万立方米。（下转2版）

城区节水器具全覆盖

城市城市副中心每年节约用水70余万立方米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
生）冬奥筹办已经进入了全力冲
刺、全面就绪、决战决胜的关键时
期。昨天下午，北京冬奥组委暨北
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一次调度
会议召开，检查筹办工作进度，协
调解决相关问题。北京市委书记、
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主持会议，
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
执行主席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伟，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
书记张延昆，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
十八个专项工作议事协调机构牵
头单位、相关部门和北京冬奥组
委、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领导，
以及指挥部一办十三组、北京冬奥
组委各部门、各区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

会议指出，全力以赴做好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各项工作，
是我们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当
前冬奥筹办已经进入倒计时实战
状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冬奥筹办工作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和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全
体会议精神，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
导向，压实工作责任，按照任务分
工，一项一项抓落实，一个一个解
决问题，全力推进各项筹办工作，
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顺
利举办。

会议强调，要按照冬奥标准做
好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收尾工
作。精益求精完善竞赛场馆场地
和设施设备，按期完成非竞赛场馆
建设改造，加快推进交通、水务、电
力等基础设施以及场馆配套设施
建设。抓紧确定临时设施建设清
单，增加必要的防疫设施。高标准
完成场馆无障碍设施建设。要瞄准
赛时加快推进场馆化工作。落实

“双进入”机制，充实竞赛场馆团队，
逐步组建非竞赛场馆团队，尽快集
中办公。深化场馆运行方案，加强
演练。场馆属地各区以及机场所在
区尽快组建场馆外围保障团队，确
保场馆运行和外围保障有序衔接。

会议强调，要对标赛时运行逐
条研究解决雪上项目测试活动发
现的问题，完善工作机制和方案预
案，确保赛前实现全面就绪。延庆
赛区要认真评估雪质和赛道监测
结果，为赛时雪务保障工作打好基
础，同步做好场馆维护、森林防火
等工作。要认真组织好冰上项目
测试活动，对疫情常态化条件下各
项工作尽量做到应测尽测、能测尽
测，并做好赛后总结。相关区加强
服务保障。

会议强调，要有针对性地做好
赛会服务保障工作。统筹做好餐
饮服务保障体系和队伍建设等工
作。加快签约饭店建设改造，提升
服务质量。落实科技冬奥行动计
划，推进新技术、新产品在冬奥场
景应用落地，做好技术服务保障。
构建赛时交通指挥体系，做好道路管理和交通配套设施建设
等工作。开展定点医院检查评估，组织医疗卫生保障演练。
冬奥村整合各项服务功能，满足赛时服务的综合性要求。抓
紧制定城市运行保障工作方案，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治理，重点
加强冬奥场馆及周边地区和主要道路沿线的环境整治。建立
碳补偿工作机制，落实林业碳汇、涉奥企业碳捐赠等措施，确
保实现碳排放全部中和的目标。（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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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运河榆林庄船闸两侧的主体轮廓已经成型北运河榆林庄船闸两侧的主体轮廓已经成型，，首批人字闸门开始安装首批人字闸门开始安装。。 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春日中，孩子奔跑，老人休憩，青
年人健身，小广场其乐融融。今年，玉
桥街道玉桥南里小区多了一个远近闻
名的网红打卡地。在专业化设计师团
队的助力下，平平无奇的小区空地，被
改造成了儿童友好、适老化特征明显的
共享活动空间，取名“和乐公园”。这也
是通州区首个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
改造及老城双修的标杆示范工程。

淡蓝色的环形塑胶跑道，媲美专
业游乐场的儿童游乐设施，精心设计
的儿童涂鸦墙，精细化更新后的“彩虹
议事廊”……每个细节都透着巧思。

玉桥南里是通州的老旧小区，始
建于 90 年代初期，共有 24 栋住宅楼，
1500余户居民。此前，小区没有物业，
面临不少管理难题。

去年初，玉桥街道为该小区先行
引入愿景集团下属的和家生活科技集
团，以应急服务形式开展日常物业服
务。半年“试用”后，物业合同户数签
约率和面积签约率双过半，这个 30年
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从此有了“大
管家”。之后，愿景集团又作为社会资
本参与小区的提升改造。

怎么改？改哪里？要听听小区住
户怎么说。愿景集团通州区负责人兰小
超介绍，针对小区改造，他们通过调研收
集了千余份调研问卷，详细了解居民需
求。同时，与街道、社区居民召开几轮议
事会。“居民提出，小区里缺少小孩玩的
空间，老人也没地儿休息。增加儿童游
乐设施、健身设备、座椅最迫切。”

小区里原有一处简易广场，只有些
简单的健身器材和一条长廊。设计师
们决定就在这里“螺蛳壳里做道场”，对
现有设备完善更新，增加新功能。

根据收集的建议，结合小区一老
一小多等特点，设计方案慢慢明朗。
共享长桌、和乐生活舞台、小老虎之
家、健康运动场、彩虹议事廊……围绕

“自然、艺术、趣味、活动”，一个个主题
区在一次次头脑风暴中逐渐成型。“最

初方案出来后，居民们挺满意。但在
实际改造中，又出现了一些反对声音，
比如有的住户担心噪音问题。”兰小超
回忆。

针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调研员、
设计师、工程师们一次次对方案进行
微调。儿童活动区尽量远离居民楼，
环操场一周设计了天蓝色的跑道，虽
然不大，但开辟出了动线区。小区里
孩子多，玩耍时外套、水杯、玩具手拎
着不方便，便在生活舞台楼梯下设置
储物格，可暂放衣物玩具等。考虑到
社区活动需要桌子，在小广场特意设
计了蛇形长桌。休闲区座椅旁则规划
出婴儿车车位。从前广场上的简易走
廊，翻新后也变成了“彩虹议事廊”，新
更换的多彩耐力板不仅遮风避雨，还
让居民的议事场所靓丽起来。“小区老
人多，我们在长廊原有长椅上增加靠
背、扶手。您看这儿，我们还设计了衣
钩，可以挂衣服。”兰小超一一介绍。

小广场改造中，居民们也参与其
中，共同扮靓共享空间。

“和乐公园”的牌匾由小区一位爱
好书法的老人书写。广场东侧的主题
壁画则来自小区小朋友们的涂鸦。社
区便民助老服务队的志愿者特意编织
了漂亮的彩虹色扶手套，为健身器材
穿“冬衣”告别冰手。小小空间的改
造，拉近了社区大家庭彼此的距离。

兰小超说，小广场改造并没有划
上句号，仍在不断更新调整。“比如有
居民希望分区明晰，单独划出羽毛球
场地。还有人提到白色蛇形桌易脏，
我们打算再微调，比如变成磁力图画
板，随写随擦。”

区住建委建材办老旧小区改造负
责人齐佳介绍，玉桥南里社区小广场
改造项目是玉桥街道引入社会资本参
与老旧小区改造的首个项目，也是街
道的社区治理新尝试。未来，还会积
极探索新形式，让更多老旧小区借助
专业化力量实现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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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径通幽

环境精细化提升

在新华南一街和通惠南路交叉
口、万达广场金街东南侧有一条不到
十米宽的小路，每天却承载着上万人
次的交通流量。西关社区紧挨着万达
广场，这条路是辖区 10个小区居民的
必经之路。过去，为理顺交通秩序，市
政部门用护栏隔出了四条道：中间两
条车行道，两侧各有一条非机动车
道。但由于道路狭窄，非机动车道只
有一米宽，经常人车混行。旁边的绿
化带愣是被活生生走出一条路来。

“尤其是每天一到饭点儿，到万达
广场取餐的外卖车特别多，每回我走
这儿都特别紧张、格外当心。”西关社
区通惠南路19号院居民林仙芝提起当
初的路况就头疼。

北苑街道西关社区党总支书记马
杰也很发愁，虽然居民一直反映出行
问题，但苦于没有资金，这个问题一直
在“排队”。

去年4月，城市副中心首次设立“小
微项目惠民生”资金支持计划，小路交
通问题终于得以解决。该计划将“疏整

促”与“接诉即办”“未诉先办”等工作融
合，“花小钱办大事、干小活解大难”。
启动后，马杰立即申报了“道路铺平和
微循环改造”，5天便有了回音。

资金到位后，结合大家意见，社区
建议在人车混行路段，让路侧绿地稍
微“让路”，新开辟一条人行道。想法
得到施工团队的可行性论证，改造工
程于去年 11月顺利完工。如今，一条
宽约一米、基本与非机动车道同宽的
人行步道，让居民出门走路更踏实。

而且，小路微循环改造，不仅方便
居民出行，更为万达广场周边的交通都
带来便利。马杰感慨地说：“虽然是小
修小补，却解决了基层治理的大难题！”

“‘小、快、灵’是这类小微项目提升
改造的最大亮点，以小提升解决大难题，
以小资金带动大成效。”通州区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小微项目惠民生”工
程是落实市级“接诉即办”改革工作意
见，专为城市副中心量身定制的措施，
精准发力，解决群众身边事、急难事，不
到一年时间，已有197个项目顺利完工。

本报记者 曲经纬 陈施君 实习记者 李海阳

在通州区杨庄街道靓景明居小区，
一处占地约 650平方米的地下空间被
盘活，变身居民活动中心，免费服务小
区业主，补齐了小区里的民生“短板”。
该项目是通州首批地下室便民再利用
改造试点，也是首个非盈利性项目。

该居民活动中心位于小区 21 号
楼。沿着楼梯下行，台球桌、乒乓球
桌、棋牌室、图书借阅室一应俱全。居
民到物业办门卡后就能免费使用。

靓景明居是建于2004年的老旧小
区，公共设施少。小区以前有个活动
室，很受欢迎，后来因故改作他用，增设
健身中心成了小区居民一直以来的愿
望，但没有合适的场地，问题被搁置。

小区 21号楼的地下空间，功能几
经转变，最早计划做自行车棚，后被改

造为宿舍，2014年腾退后一直闲置。
闲置空间该怎样合理利用？在区

住建委的指导下，开发商和物业公司
决定将此地改为居民活动中心。

征求居民意见后，物业公司投入
资金，热热闹闹地张罗起来，把闲置地
下室装修、改造，参考大家意见配备了
体育、娱乐器材，增设图书借阅室。

“居民以前老提建活动室的需
求。这次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大
家都很高兴。”靓景明居物业办公室负
责人赵军也松了一口气。

这次改造还考虑到很多细节。比
如为让地下空间亮堂，特意配备了亮
度较高的LED灯；怕打扰居民，每间屋
子都专门进行了隔音处理。

区住建委物业科负责人朱赤军介

绍，除去人防工程，通州区共有普通地
下室 3123 处，共计 400 多万平方米。
近年来，为充分利用好地下疏解腾退
空间，按照相关要求，区住建委、规自
分局、民防局、商务局等部门积极鼓励
地下闲置空间再利用。

如今，北苑街道后南仓小区 31号
楼1100多平方米的普通地下室已成为
深受居民欢迎的游泳健身场所；台湖
镇经海七路 22 号院一处 4700 平方米
的地下空间正在改造中，将变身便民
超市及健身场所。

“各社区情况不同，我们在具体操
作中不断总结，每一类项目对应一套
流程，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模式。小小
地下空间，可以在便民服务方面发挥
大作用。”朱赤军说。

以前，打开手机地图，定位通州区
乔庄村，仅有乔庄西区公园一处微绿
地。但其北侧一公里范围内聚集着 6
个小区，70多栋住宅楼，仅有一处微绿
地显然无法满足约两万居民健身、娱
乐、休闲等方面的需求。尤其是紧靠
京秦铁路线的几个小区，由于铁路线
阻隔，居民想散步遛弯只能往外走出
近一公里，广场舞也无奈跳到了马路
边的商户门前……

其实，在乔庄北区与乔庄北街小区
之间就有一处小微公园——乔庄公园，
但因年久失修，设施损毁，杂草丛生，基
本处于荒废状态。附近居民只能望园
兴叹。

按照《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
规划（街区层面）》中“以新促老、新老
结合，让人民群众更有归属感”的规划
要求，“城市修补”和“生态修复”逐渐在
城市副中心 58.5 平方公里范围内展
开。修复乔庄公园被写进了2020年永
顺镇的整治目标。

以 26 柱崭新亭廊和镂空廊架搭
成“龙骨”，拆违腾退的绿地栽满油
松，汉白玉拱桥和老花椒树留住乔庄
居民的记忆，200 多米长的崭新步道
串联起公园各色小品……今年初亮
相的乔庄公园焕然一新。

乔庄公园占地 3475 平方米，大小
相当于7人制足球场，如今这里亭台楼
阁、曲径通幽，还增加了许多小巧思。
200 多米慢行步道按照“海绵城市”理
念打造，全部为透水混凝土。“铺装面
积 300平方米，虽然造价高了一成，但
对涵养绿地作用大，小雨不积水，大雨
不内涝。”乔庄公园设计师于波介绍。

步道外延装饰的鹅卵石足足用了
3吨，不仅美观还更实用。“下面是排水
沟！”于波揭秘说，鹅卵石既能过滤脏
污，也能辅助排水，与以往的点状排水
不同，这套线性排水系统连着市政排

水管线，不积水、不反味，还能泄洪。
公园中心，一棵参天梧桐树下是

乘凉的座椅。“这是园子里最老的树，
树根盘根错节露在外面，设计一圈椅
子既可以供人乘凉，也能保护树根。”
于波介绍，精巧设计遍布园内，就连16
个石墩和新增的68个灯箱也文化味儿
十足，细看，每个上面都有一个‘乔’
字，形似运河之舟。于波说，这灵感来
源于千年大运河“千帆竞渡、百舸争
流”的昔日繁华场景。

别看园子不大，却能找出 20 多种
植被，一多半都是新补种的。其中不乏
垂枝碧桃、西府海棠、蓝花鸢尾等花木，
正因此，乔庄公园又有一个新名字“芳
纷园”。

记者采访时，碰到来此遛弯的居
民老杨，“真是大变样！”在附近住了大
半辈子的他眼瞅着公园发生了巨大变
化，现在他每天下午都来遛一圈。

环境美了，大家的态度也不一样
了。“以前园子乱，狗屎多，遛狗的人很
少收拾。改造后，大家自觉维护，很多
遛狗人都会自觉带纸清理，看到这一
幕真挺感慨的！”老杨说。

几年来，一批批背街小巷焕新颜，一
个个小微绿地出现在居民身边，环境美
了、违建少了、绿地多了，生活方便了，城
乡环境正在发生着“润物细无声”的变化。

通州区城管委环建科郭娜说，去
年全市启动新一轮背街小巷环境精细
化整治提升。其中，结合老城双修，更
加注重微末之处的改造，细化到具体
点位解决民生难题。截至目前，通州
区 32条街巷完成验收，并完成了 10条
背街小巷市级民生实事，乔庄公园的
改造提升就是其中之一。

“城市更新，不仅要有‘大骨节’布
局，也要在细枝末节上‘精细雕刻’，每条
街巷都有各自的美，要听取民声，提升街
巷活力，做出城市副中心样本。”郭娜说。

巧更新
老城更新为社区“美颜”

巧修补
背街小巷治理“唤醒”口袋公园

“十三五”期间，城市副中心 140条背街小巷初期整治完成，在此基础上，32条背街小巷得

到精细化整治提升，197个专为城市副中心定制的“小微项目惠民生”工程完工，21个老旧小区

完成综合治理……近年来，在老城双修、城市更新、背街小巷治理、“疏整促”等行动支撑下，北

京城市副中心诞生了一系列小而巧的惠民工程，高效利用城市资源，盘活闲置公共空间，修补

城市“疮疤”。在城市建设中，除了塔吊林立的大工程，这些极具巧思和智慧的小项目用一针一

线“绣”好城市副中心画卷。小巧思带来大变化，大城“精治”向前不断迈进。

巧改造小路增开人行道 居民出行更踏实

大改变

便民服务“活化”地下空间
巧利用

小巧思

地下空间
变身居民活动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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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繁盛的乔庄公园又被称为“芳纷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