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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7日上午，在老山东

里活动室内，老山街道启明星·

社区青年汇组织开展暑期安全

星光自护知识讲座，共有20余

人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由蚂蚁

公益的王海老师主持。

活动中，王老师向青少年们

讲解了在校园中遇到各种危险

时应该如何应对，比如在发生火

灾时应该低头弯腰，保持身体压

低的状态，迅速逃离教室；在与

同学发生争执时，应以沟通为主

要原则，不要一上来就大打出

手；经常在学校被欺负的同学，

不要有自卑心理，因为今后的路

还很长，有任何事情要第一时间

通知老师和自己的父母，并通过

老师的引导，转变自己的悲观心

理，并增强自信心等。

王老师还请同学们进行情

景模拟，以此加深他们对安全

自护的印象。

就这样短短的45分钟结

束了，但是青少年们表示还希

望学到更多的关于逃生方面的

知识，王老师也答应同学们会

不定期来到社区给大家继续讲

解这些知识。

文并摄/启明星社区青年汇

肖兴龙

海特花园的居民习惯了每天下楼到小区

外买菜，不同的是，以往是到占用便道的露天

摊位挑选，现在是到由政府创建的连锁菜站

内购买，价钱同样实惠，品质更有保障。而这

样的便民菜站最终出现在居民面前，也是经

历了三次易址和调整。

实地探访 菜站环境更好了

近日，记者来到新创建的连锁菜站，位置

上与原临街摊位仅有几百米的距离。虽然菜

站在二楼，但上下都有电梯，解决了老年人腿

脚不便的问题。

菜站内环境整洁，布局合理，进门处是一

个小型超市，买菜同时还能捎带手买日常用

品。进入菜站内部，中间主要区域售卖新鲜

瓜果、蔬菜，也是采取自助式，居民挑选好在

出口统一称重、交费。

四周还分布着多个摊位，主食厨房、蛋禽

肉类、水产一应俱全。通过和几个商贩的攀

谈，记者发现主食厨房的史老板是从原来的

临街摊位搬到新菜站的。

史老板告诉记者，他在临街摊位售卖主

食有两年多时间，随着临街摊位被疏解，建立

了新的菜站，他便跟随过来，“客流量不小，东

西卖得挺快，跟以前没啥区别，环境还好了。”

三次调整 终建成便民菜站

记者了解到，海特花园所在的实兴大街

上，分布着六七个社区，有150栋居民楼，常

住居民足有10万人。居民们的“菜篮子”也

是经历了三次易址和调整，才有了今天的便

民菜站。

最初，为解决海特花园地区居民买菜难

的问题，将蔬菜直通车开进了社区，但因蔬菜

车的种类、数量无法满足居民需求，导致一些

流动商贩看到商机，骑着三轮车兜售蔬果，给

社区环境带来隐患。

为了规避游商可能带来的诸多问题，街

道办事处将其规范化，在便道旁沿着墙根儿

搭建了临时菜棚，居民买菜问题暂时得以解

决，但同时卫生和拥堵问题凸显。

四五十米长的便道聚集了30多家商户，

早晚买菜高峰时势必对通行造成影响。而随

地乱扔的菜叶、果皮不仅破坏环境，夏季气味

更是难闻。

为此，区商务委第三次对附近居民的“菜

篮子”进行改革，将闲置房屋改造装修，变身

为方便居民买菜的便利菜站。

一拆一补 多渠道保障菜篮子

区商务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原来便道

上的摊位属于占道经营，疏解之后建成连锁

菜站，蔬果品质有保障，居民可追溯食材来

源，买着方便吃着放心，同时要求连锁菜站在

价钱定位上要合理。

工作人员表示，为保障居民菜篮子，石

景山区采取一拆一补同步进行的原则，新菜

站会提前几天或一周先开起来，再进行旧菜

站的拆除。一般会在原址周边重建，织密居

民身边的菜站网点，开设更多的品牌连锁化

菜站。

对于没有重建菜站条件的社区，会开通

蔬菜直通车，同时指导大型超市做出相应调

整，扩大蔬菜、水果销售面积，增加种类等，以

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

文并摄/记者 胡晓宁

近日，八角北路特钢社区居委会工作人

员接到群众电话，说在小区5号楼北侧有位

老人跌倒了，情况很不好，让快一点儿去人看

看。居委会副主任梁嵘坤立即放下手头工

作，拿起社区户口底册，带着几名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仰面躺在尖锐的

碎砖石上，四肢不停地颤抖，言语不清。经确

认，老人正是社区居民王大爷，由于分不清病

情，居委会工作人员不敢轻易挪动老人。于

是，梁嵘坤赶紧通过户口底册查找其家人电

话，可找到的只有固定电话，无人接听。梁嵘

坤随即又打电话给社区民警，让社区民警查

阅户口档案资料，查寻家人手机。可是，民警

提供的老人两个子女的手机号码均未能第一

时间联系上，这真是急坏了现场的工作人员

和周围群众。社区工作人员继续分别打电话

联系，通过其他渠道寻找老人的家人。

拨打120让救护车来社区救人的同时，

社区工作人员小许快速来到社区卫生服务

站，请了两名医务人员。医务人员根据老人

的状况初步判断老人应该是帕金森症，可以

移动。于是，大家紧急找了一把椅子，几个人

一起把老人扶坐在椅子上，医务人员赶紧给

老人测量血压、监听心跳。

这时，社区工作人员也终于联系到了老人

的儿子，老人儿子知道情况后立即从上班地点

往回赶，但由于路途较远，至少要半个小时才

能到家。老人儿子给了另外两个号码，是老人

的老伴和女儿的。工作人员立刻联系这二

人。此时120救护车到了，在救护车随车医生

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医务人员共同诊治下，老人

生命体征平稳，但老人依然不停地颤抖，头上

还被磕了一个大包，并有失禁、呕吐等症状。

按照程序，没有紧急生命危险的情况下，需要

征得家属的同意才能带病人去医院。

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到老人的女儿，他女

儿赶到现场后，在众人的合力帮助下，老人终

于上了120救护车，被送往医院。经过前后

半小时的紧张行动，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文并摄/通讯员 许莲芳

非机动车道安装遮阳棚，这样的新鲜事

您估计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亲眼所见了，不

过，这个全市首例的创新之举就发生在咱们

石景山。而且据说，自打安装了这个遮阳棚，

闯红灯的路人和骑车人大大减少了，这是怎

么回事呢？

近日，记者在石景山路八宝山地铁口的东

北角和西南角看到，在人行便道与非机动车道

之间的护栏上，安装了一个高两米多、长五米

多的蓝色遮阳棚，遮阳棚向非机动车道方向延

伸，撑出一片阴凉空间，正好将非机动车道上

停车等候过红绿灯的骑行路人覆盖住。

该路口的文明交通引导员告诉记者，遮

阳棚是上个礼拜安装好的，安装过程挺快，装

好后引来不少过路人休息，“效果挺好的，在

遮阳棚底下等红绿灯，多少都能凉快点儿，这

回闯红灯的少了。”文明引导员说。

除了石景山路与鲁谷东街交叉口外，在

地铁八角游乐园站外的非机动车道上，也同

样安装了遮阳棚。记者了解到，这项创新在

北京还算首例，不过在西安、长沙、杭州等城

市，此前已有非机动车道遮阳棚出现。

文并摄/记者 胡晓宁

新鲜 路口有了大遮阳棚
新闻内存

石景山整治“一口两线”交通秩序

“一口两线”路口交通秩序整治工作开展以

来，石景山支队通过调研发现，多数非机动车、

行人提前闯灯越线通行，是受到了路口酷热暴

晒的影响。

因此支队选取辖区鲁谷东街北口作为实

验路口，在路口东北角和西南角创新设计制作

了非机动车遮阳棚，同时在路口四个拐角的便

道上请专业公司设计制作了大幅行人遮阳伞，

使过街等灯的行人也可以在阴凉下耐心等待

信号灯变换。

此举推出后，闯灯越线的行人和非机动车大

幅减少，受到了过往群众的一致赞扬。下一步支

队在前期试验改进的基础上，将对石景山路一线

的示范路口进行推广。 来源：《北京青年报》

乱停乱放的“僵尸自行车”

是困扰老旧小区的一大难题。

为了清理这些“僵尸自行

车”，八角中里社区党委在拆除

社区内违法建筑的基础上，开

展了“绿色兑换美化家园”为主

题的废旧自行车置换活动。7

月17日至7月21日，置换人携

带本人身份证及自家废旧自行

车到社区居委会，登记后，每辆

旧自行车可以兑换面粉一袋。

截至发稿，已有十余位居

民进行了兑换。

文并摄/通讯员 遆雪

废旧自行车
换面粉

着急跌倒老人的家人在哪儿

便民菜站离原临街菜摊数百米环境升级价格依然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