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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区城市管理委在检查中发现，通州区主要大街市容环境干净整洁、秩序井然有序，而背
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合村并居、人口倒挂村等区域存在的问题较突出。乱扔垃圾、乱堆物料、乱涂
乱画小广告、占道经营等现象时有发生。为此，区城市管理委要求各相关部门要结合“门前三包”
规范管理，按照“十无一创建”标准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强化商户的文明意识。同时，要借助
街巷长和小巷管家工作机制，加强对大街小巷市容环境和秩序日常管控，及时发现并纠正城市管
理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完善长效管控机制，确保街面卫生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保持长效。

本期选取了4处上期挂账督办的环境问题，刊登整治前后对比照片，并对新发现的6处环境问
题进行挂账督办。

区城市管理委

落实“门前三包”责任 确保市容环境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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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小小排污口，生
态“大文章”。今年以来，通州区持续完善全
过程精细化系统治理模式，推动入河排污口
监管迈上新台阶。截至10月底，全区80%以
上的入河排污口已完成整治。

全天候监测入河排污口情况

城市副中心多河富水，自古有“九河末
梢”之称，区内汇聚19条河流，河道总长239
公里，被誉为“北方水城”。“副中心范围主要
涉及河道有温榆河、北运河、潮白河、运潮减
河、通惠河、小中河、凉水河等，除运潮减河、
潮白河属潮白河水系外，其余均属北运河水
系。”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徐晓云介绍，为了
更好守护这一汪碧水，区生态环境局创新环
境监管模式，以科技赋能对全区重点地表水
断面、排污口点位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对
地表水环境质量和重点流域入河排污口情
况，做到每时有数据、每日有分析。对超标
点位，及时通报、及时研提整改措施、及时落
实问题整改，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
不到位不罢休。

同时，建立了覆盖街道（乡镇）、村（社
区）的断面水质评价办法，开展以“改善

为主，达标为辅”的水质排名，每月通报
水质情况，以考核、补偿、排名等措施提
高治理效率。截至 10 月底，657 个入河排
污口中，已完成整治排污口数量 541 个，
占比 82.34%。

“一点位一方案”确保水质达标

区水务局指导各街道乡镇对不达标断
面点位编制“一点位一方案”治理计划，加强
对各乡镇30处“一点位一方案”的实施情况
监督指导，生态环境、水务部门联合实施不
达标点位整改月调度、月通报制度，坚决打
赢不达标断面水质改善攻坚战。今年雨季
前全部完成695.9公里雨水管涵干支线、537
公里雨污合流管涵、43957 处雨水口（雨箅
子）、18834 处检查井、218 处入河口等排水
设施的清掏治理工作。截至 10月底，29处
不达标点位已有 14 处点位完成整治，实现
水质达标，“一点位一方案”治理工作初见成
效。1—10月，全区 8个国市控考核断面水
质均达Ⅳ类及以上。

为了巩固取得的工作成绩，区生态环
境局每月对已整改完成的有水排污口进
行现场复查核验，对照整改措施一一核

查整改成效，研判排污口整改落实情况，
密切关注入河排污口长效管护成效，对问
题反弹排污口做到及时通报、及时督导，
做好预警提示。通过细排查、严整改，采
取“月报季督”的方式对入河排污口规范

化整治情况开展跟踪考评，以整治进展、
整改成效、重点入河排污口点位水质达
标情况为切入点，每季度对排污口整治
落实情况考评打分，用好督导考核这根

“指挥棒”倒逼整治责任落实。

小小排污口 生态“大文章”

城市副中心超八成入河排污口完成整治

通惠河与北运河会流通惠河与北运河会流，，水天一色水天一色。（。（资料图资料图））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经过90多天的生
长，西集镇头茬草莓日前“甜蜜上市”，采摘
期将持续至明年 5月。目前，西集镇草莓种
植面积已达 256.1 亩，年产量达 331.3 万斤，
该镇将大力推进草莓产业与旅游产业相结
合，把“西集草莓”打造成为像“西集樱桃”一
样响亮的农产品品牌。

走进西集镇大沙务村通香庄园的草莓
大棚，扑面而来的是草莓的清香，一颗颗色
泽鲜艳的草莓在绿叶映衬下，格外诱人。果
农们穿梭在垄间，将个大饱满成熟的草莓逐
一采摘下来，这些草莓将按品质进行分类包
装，上市销售。

该草莓园负责人高山峰告诉记者，目
前，园子里共种植了 26 个大棚共 26 亩地的
红颜品种草莓。因为育苗时间较早，草莓已
经进入采摘期，每天都有客人前来采摘或订
购。“从上周我们就开始接待采摘游客了。”
高山峰说，由于草莓园紧邻廊坊香河县，所
以这里不仅是本市市民体验田园采摘的好
去处，产品还外销河北等地。“这几天降温，
但棚里的草莓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白天棚

内气温也基本恒定在20多摄氏度，非常适合
草莓的生长。在特别冷的时候，如果是普通
温室大棚，可能就需要通过加设增温块等
方式来保证棚内的温度。今年预计亩产
3500 多斤，采摘期从现在开始可持续到明
年5月中旬。

如今，在西集镇，像这样的草莓种植基
地共20余户，全镇草莓种植园区占地面积已
达到 256.1 亩，年产量达 331.3 万斤，年产值
达 1249万元。香甜的草莓不仅满足了人们
的味蕾，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共享这份“甜蜜
的事业”。草莓大棚吸纳了不少村民在这里
务工，每人每天有近百元收入。

记者从西集镇政府了解到，近年来，该
镇采取多种举措助推草莓产业发展，为农户
寻找又一增收新增长点。每年，开展参观学
习、新品种介绍、种苗繁育推广等活动，推广
相关技术，引进优新品种，从而提升全镇草
莓品质。下一步，该镇将依托独特的地理、
资源优势，让香甜的草莓成为继“西集樱桃”
后的第二个水果品牌——“西集草莓”，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西集草莓”甜蜜上市

去年 12 月，致公党通
州区工委提交了《关于探索
城市更新行动通州模式构
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格
局的提案》，建议建立城市
更新协调推进机制、加快制
定通州区城市更新五年行
动计划以及抓好政策改革
和机制创新，统筹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着力做好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加快推进危旧
楼房改建，加大棚户区改造
攻坚力度，提高居民生活的
幸福指数。

作为主办单位，区住建
委组织编制完成了《北京城
市副中心（通州区）城市更
新行动计划（2021年—2025
年）》，明确了组织架构、工
作机制和重点工作。

按照“实施一批、推动
一批、储备一批”的工作原
则，建立了第二批北京城市
副中心城市更新项目储备
库，共计 187 个项目，涵盖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 67
个、危旧楼房改建项目 1
个、老旧楼宇与传统商圈升
级改造项目 5个、低效产业
园腾笼换鸟和老旧厂房改
造项目 28 个、城镇棚户区
更新改造项目 12 个、南大
街平房（院落）更新项目 1
个、家园中心建设项目（区
级新增）15个和公共空间提
升类项目（区级新增）58
个。同时，建立了北京城市
副中心城市更新 2022 年拟
实施（示范）项目清单，涵盖
72 个拟实施项目和 6 个示
范项目。

在推进街道级城市更
新规划方面，强化顶层设
计，推进城市更新规划编
制。以玉桥街道城市更新
规划为示范，先行先试，在
作为全市率先开展街道级
城市更新规划的基础上，进
一步划分实施单元，重点推

进玉桥南里老旧小区改造、
玉桥社区级家园中心等十
大项目。以北苑街道为示
范，开展城市更新体检与评
估，研究实施路径和实施方
案，进行高质量建设和运
营，统筹辖区内各项空间
资源和闲置资源，重点推
进老旧小区、商圈、老旧厂
房、沿街商铺、桥下空间 5
大专项改造。

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方面，区住建委组织编
制并印发了《北京市通州区

“十四五”时期老旧小区改
造 规 划》（通 老 旧 办 发
［2022］1 号），明确了全区
“十四五”时期老旧小区综
合整治任务，计划对 280余
万平方米老旧小区进行改
造，完成加装电梯 100部的
工作任务。

在加大棚户区改造方
面，“十四五”期间，区住建
委将把工作重点聚焦在老
城区危旧房屋集中、功能不
完善、配套设施不健全的区
域，将棚户区改造作为城
市副中心老城双修和城市
更新的重要举措。在征收
工作方面，将依法依规推
进棚户区房屋征收补偿安
置工作，落实好各项便民
利民措施，加强政策宣传
和合理引导，及时妥善安
置棚户区群众。

下一步，通州区将重点
聚焦老城区、老旧小区公共
服务设施不完善、物业管理
水平低、存量空间利用不足
等短板问题，谋划城市更新
第三批项目储备库，计划将
区发改委小微工程、区规自
分局新芽项目、区城管委环
境提升项目等各行业部门
专项项目纳入储备库，进一
步充实城市更新项目类别
和项目数量，切实改善人居
环境。

致公党通州区工委：

探索城市更新行动通州模式
本报记者 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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