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气质”塑“颜值”老小区“改”出幸福感

“以前我们小区老旧，地面坑洼，墙
面上发黄脱落，改造过以后，柏油路干净
整洁，墙面平整漂亮，颜值气质都有了
很大提升，像住进新房子。”走进中泽
家园，入眼可见的是粉刷一新的外墙
面、平整的柏油地面、屋顶重新做了防
水，飞线、落水管等不再裸露，小区合
理划定了停车位，计划老旧小区改造完
成后申请安装充电桩。小区居民对新变
化赞不绝口。

老旧小区改造既是民生工程，也是
民心工程，更是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
措。中泽家园是一个已建成 20 余年

的老旧小区。其综合整治项目于 2022
年 10 月进场 施 工 。 改 造 内 容 包 括 ：
外墙保温、外窗更换、室内上下水更
换 等 关 于 楼 体 改 造 ，以 及 公 共 区 域
的停车位规划、绿化种植、道路铺设
等项目。

改造过程中难免给居民带来一些
不便。梨园镇及京洲园社区全力协调，
通过答疑会、入户沟通等方式让居民充
分了解施工细节、化解矛盾。还安排专
人及时清扫地面、为居民指路等，在确
保施工期间环境整洁的同时，也提升了
居民的安全感。“为确保改造项目的质

量及进度，我们一方面做好工程监管，
一方面做好居民工作，针对施工中居民
反映的问题采取召开居民协商议事会
的形式来妥善解决。”对此，梨园镇城乡
建设办公室副科长赵世龙表示，坚持把
群众的共识共愿落实到改造中的每一
个环节，通过改造，提升小区的“颜值+
内涵”，切实增强小区居民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未来，梨园镇及京洲园社区将继续
从便民处着手，于细微处用心，听民心、
纾民困、解民忧，让居民的幸福指数与小
区的硬件条件同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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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二十年之问”

梨园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全镇税收同比增长29.1%，政企畅聊“早餐会”助企发展有滋味；成立物业服务联盟推动物业服务提档升级，陆续建成三大公园
让居民家门口亲近自然；打造楼门院示范点让楼门“家味儿”浓了；大方居“三内六助”工作法获全国大奖；西总屯村撤村工作圆满
完成，特色志愿服务实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梨园镇坚持党建引领，紧扣“项目落地的建设发展之路”“新型城市化社会发展之路”“花园城市生态环境发展之路”“农文
旅商融合经济发展之路”“‘零距梨’基层治理发展之路”五条发展路径，把“百姓盼的”和“政府干的”紧紧连在一起，各项事业取
得喜人变化和发展成就，以亮眼的成绩单为新年送上一份大礼。这份“成绩单”背后究竟有哪些奋进密码呢？

“我镇将结合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围绕区委‘11311’工作体系，持续深化‘零距梨’工作品牌，走稳走好符
合我镇实际的发展之路，在回答好市委‘二十年之问’上，做到既要‘回答’，又要‘抢答’，更要‘答好’，为把城市副中心建设成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贡献梨园力量！”梨园镇党委书记王鑫表示。

2023 年的几场大雪让摄影爱好者任利民
成了大忙人，为了记录冬日美景，他经常吃完
早饭就在小区附近的西小马公园里来回转，
一拍就是两个小时。“一步一个景，一定要抓
紧时间把冬天最美的景色留在镜头里。”任利
民说，公园内处处皆景，跟画一样，这个冬天
家门口的公园帮居民兜住了幸福感。

近年来，西小马公园、梨园文化休闲公
园、梨园城市森林公园三大公园项目陆续开
工，为通州区百万亩造林工程和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奠定基础。三大公园承担着重要的生
态、休闲、文化等功能，其中两家公园陆续对
公众开放，梨园城市森林公园也将于 2024年 5
月对外开放。如今，这几个距周边小区直线
距离仅 500米左右，隐藏于闹市的静谧之地的
公园，已成为居民休闲健身、文娱活动的好场
所，让周边居民更好地享受到推窗见绿、放眼
观花、四季赏景的绿化建设成果。

西小马公园最具特点的景观设计是位于
公园北侧大广场的“八骏图”和拴马桩。“西
小马村明代就已经有了，当时很多马户居
住在这里为朝廷养马，早年这里与大马庄、
东小马一带统称马家庄，后更名为今天的
西小马庄。”梨园镇林业部门负责人崔金子
介绍，“马”元素的设计也是想保留这一段
历史，古今遥相呼应。此外，公园内修建了
游乐场地和慢行路供孩子和老年人使用，
设置了小型篮球场和小型足球场，吸引很多
青年人来运动。

梨园文化休闲公园在大稿村，与周边 600
余亩金色的麦田融为一体。每到麦收季节，很
多市民会来到这处通州城区唯一保留的麦田
打卡拍照，记录夏粮归仓，欣赏保留在城市间
的田园风景，享受丰收的喜悦。

梨园城市森林公园与韩美林艺术馆互联
互通，在这里现代艺术与自然景观交相辉
映。公园以“梨”文化为特色，选取种植了观
花、观果为主的 10 余种梨树，每年春季呈现

“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古诗美景。

“楼门儿这么一布置不仅漂亮，还能时刻提醒街
坊四邻共同遵守楼门公约，在赏心悦目的同时，大家
的文明意识肯定会越来越强。”家住群芳园小区 3号
楼2单元的牛阿姨每天进出家门，看到精心布置的楼
门，心情倍儿舒畅。

“楼门院”是连接家庭和社区的神经末梢。梨园
镇“深化基层治理年”，为更好地推动社区治理向居
民小区治理、楼门院治理深化，打通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依托楼门院治理示范点建设，着力打造

“温暖楼门、和谐邻里”楼门建设品牌，楼门的环境改
善了，居民的认同感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提升了，
基层自治能力和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

据群芳雅园社区党支部书记甘露介绍，作为全
镇楼门院治理推广点，社区以“邻里守望”为主题精心
打造3号楼2单元的楼门文化空间，使楼门文化的建
设与更新成为社区治理创新总体目标的重要建构。
通过上门征求意见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定出了楼
门公约，确立了楼门长等信息，还动员楼内志愿者积
极参与到楼门的装扮中来。在此过程中，议事协商的

形式大大增强了居民参与楼门文化建设的价值感和
荣誉感。社区趁热打铁，围绕小区重大事项、突发事
件等各项工作，协调党员、志愿者、业委会、物业公司、
社区民警等力量组建了“策群力·共雅议”居民议事队
伍，以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为着力点，有效破解
基层治理难题，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同样作为楼门院治理推广点的颐瑞北区社区，
在土桥 plus4号楼通过党员示范文化楼门，组建志愿
服务团队，不断探索社区治理新路径。群芳园社区
则在幸福时光小区38号楼开展小楼门绘大爱文化活
动，鼓励社区居民发挥自身特长踊跃报名参与。

截至目前，全镇先后完成群芳一园、群芳园、颐
瑞北里和群芳雅园等 10个社区楼门院示范点建设，
新城乐居等9个社区议事厅示范点建设，2023年开展
社区协商常态化活动共计 65场，协商解决问题项目
42个，参与议事活动1300余人，有效解决小区门口乱
停车、充电设施短缺、热水管道漏水、楼本体墙体漏
水、小区树木病虫害等问题，切实提升居民基层治理
参与度和社区生活获得感。

三大公园让居民推窗见绿

楼门美了“家味儿”浓了

“今天就是为了帮助企业解决问
题，有什么诉求、建议尽管说，我们全
力帮助解决。”一大早，在镇政府 216 会
议室，企业代表刚刚落座，梨园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王志佳就直奔主题。现
场，与会企业逐一发言，介绍企业经
营现状、直言问题诉求。镇政府工作
人 员 与 各 企 业 代 表“ 零 距 离 、面 对
面”，现场回答并协调解决企业提出的
相关问题。像这样的“早餐会”，梨园
镇经常召开。镇政府坚持与企业和群
众沟通“零距离”，面对面问计于企、问

需 于 企 ，让 企 业 有 实 实 在 在 的 获 得
感。

从 细 微 处 入 手 持 续 优 化 营 商 环
境。梨园镇严格落实副中心准入清
单，下大力气为新设企业在工商、税务
办理等方面提供便利服务，2023 年为
各类经营主体办理工商证明 316 件，最
大限度盘活集体商业面积。引进北京
招通、葛洲坝等多家优质企业。完善

《梨园镇重点企业走访工作方案》，以
电话走访、座谈会、早餐会等形式对全
镇 40 余家服务包企业进行走访，协调

解决企业诉求 195 项，在梨园镇营造了
尊重、关爱、支持企业的浓厚氛围。

20232023 年年 11-- 1111 月月 ，，全 镇 实 现 税 收全 镇 实 现 税 收
177441177441万元万元，，比比20222022年同期增加年同期增加3997739977万万
元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2929..11%%，，实现区财力实现区财力5394853948万万
元元，，比比20222022年同期增加年同期增加14761476万元万元，，同比增同比增
长长22..88%%。。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11--1111月全社会投月全社会投
资累计完成资累计完成5151..6161亿元亿元，，建安投资累计完建安投资累计完
成成 99..6969 亿 元亿 元 ，，分 别 完 成 全 年 任 务 的分 别 完 成 全 年 任 务 的
223223..0404%%和和198198..6161%%。。

“早餐会”助企业高质量发展

基层治理新模式获国字大奖

“我最近参加了不少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组织的主题活动。以前离社区
活动中心比较远，很少参加社区活动。
现在成立了大方居北社区，能就近参加
各种活动，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觉得晚年生活也不孤单了。”居民陈淑敏
高兴地说。

大方居小区是全镇超大型社区中的
典型代表，人口多、人员复杂，给群众的
生活起居、交通出行等带来了不少问题，
这其中，包括很多牵涉多方的综合性、复
杂性问题。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而非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一直是社区反复琢磨的
重点。大方居北区成立以来，实施三治融
合下的“三内六助”探索超大型社区治理新
路径，以社区居民自治为主导，党建引领，
实现以业委会、物业、居委会、居民、爱心团
体等社区内部消化问题的方式，即内生动
力、内敛力量、内聚资源，进一步通过自助、
互助、扶助、资助、赞助等方式把社区居民
生活和治理共同体系完善建立，让大家一
起为自己的家出谋划策，破解治理难题，一

起探索社区治理之道。
自助服务主要引进特有的“老北京

四合院大爷大妈文化”，让邻里间有威望
的大爷大妈们去解决楼群居民的难题，
建立楼栋长、层户长体系及志愿者队伍
细分服务，着力在身心健康、现代科技素
养以及法律意识等三个维度上赋权增
能。同时深度挖掘和培育社区内生动
力，组建社区营造共同体，在志愿服务、
文体健身、社区事务参与、相互生活照
料、环境维护等方面建立兴趣小组互助
团体，让助人者和受助者产生更多联结，
丰富社区日常生活。

“真没想到下这么大的雪，你们还是
来送餐了！谢谢你们，回去的时候注意
安全，别摔着！”大方居北区社区独居老
人赵秀英接过热乎乎的饭菜，对志愿者
说。自 2023年 3月起，大方居北区社区
就以“雷锋活动月”为契机，开展“助老爱
心餐”志愿服务，由辖区爱心企业提供赞
助，每周一为辖区高龄、独居、空巢等特
殊老年群体提供爱心午餐，帮助解决老
人就餐困难的问题。

一直以来，大方居北区社区将志愿
服务作为开展社区工作的有力抓手，联
合业委会，以社区在职党员为主体，辐射
带动居民组建“红袖标”志愿服务团队，
开展各类特色志愿服务活动，被评为首
都五个100学雷锋最美志愿社区。

如今，这个超大型社区变身基层治
理“新地标”，并上榜首届全国社会工作
党建经验交流会“优秀案例”三等奖名
单。在基层治理方面，梨园镇还不断健
全完善“创城+热线+网格”联动机制，有
力有序推动主动治理、联动治理、长效治
理，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023年是城市副中心“深化基层治
理年”，梨园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西总
屯村撤村建居改革先行先试工作，多措
并举研究出一条适宜西总屯村的实施路
径，圆满完成西总屯村撤村工作，并将全
部村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
决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精细化治理难
题。撤村不撤社，村集体资产有序经营
管理，村民和集体利益有效保护，促进了
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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