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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中高考成绩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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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园社区东门

近日，北青社区报记者从

林校路街道获悉，经过贴通知、

走访告知商户等“拆违”前期准

备工作后，9月12日，林校路街

道在红楼西巷摘除了61家“开

墙打洞”商户的牌匾，现场施工

进行顺利。

据林校路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李宝全介绍，从今年5月份开

始，林校路街道开始张贴通知、

挨家走访，对红楼西巷的商户

进行思想疏通工作，“有一户的

情况比较特殊，家里就有两位

老人，靠着开小卖铺过生活，这

次治理之后老两口就面临可能

没有生活来源的境况。为此，

我们街道联系相关政府部门，

为老两口申请了低保，化解了

他们心中的忧虑。”

据悉，截至目前，林校路街

道已整治6条背街小巷“开墙打

洞”37处，摘除牌匾关停门店

88家，并先后投资300万余元，

按照楼体原貌进行了铺防水砖、

外墙保温、绿化等拆除后的恢复

工作。 文/实习记者 纪婉莹

看菜守林的地窝棚变成了

举家生活的住宅房，自接的水

电一应俱全……面对种种隐患

乱象，9月5日，大兴区观音寺

街道联合城管、安监等部门一

同对团河矫治所对面大棚种植

区进行了整治。

据了解，该大棚种植区位

于团桂路北侧，不少承租外地

种植户多年来从田间地头搭建

地窝棚看菜种菜开始，不断扩

大居住空间，直至愈演愈烈变

为住宅房。记者现场看到，地

面污水横溢，大量私接电线交

织密布，电器、煤气罐等混杂其

间，一旦发生危险，后果不堪设

想。

对此，由观音寺街道牵头

组织多部门集中开展了私搭乱

建专项清理。当天，共拆除私

搭乱建棚户 68 个，拆违面积

1130平米，全部窝棚拆除完毕，

下一步街道还将与团河矫治所

一同对该处种植区进行监管，

严防安全隐患再次滋生。

文/大兴城管

大兴的家长无不对中高考给予高度关

注，那咱们大兴的教育水平在北京市各区县

中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呢？近日，

本报记者从大兴区教委了解到相关信息，希

望对您有所帮助。

据悉，2017年大兴区中高考成绩均整体稳

中有升。中考成绩总平均分为470.1分，同比提

高4.49分，优秀率48.6%，同比提高3.1个百

分点。其中，景山学校大兴实验学校的学生考

出了北京市中考裸分（不含加分）第一的好成绩。

至于高考成绩，大兴的一本上线率为

76.2%，同比提高6.02个百分点，比全市一

本上线提升率高5.03个百分点。

说到高考成绩，大兴一中可谓区域内的

翘楚。大兴区2017年高考前五名均出自大

兴一中。一中的校理科总平均分为563.3

分，文科平均分为573.1分，均超过市一本录

取分数线。600分以上的有93人。其中，一

中理科实验班总平均分高达626.3分，文科

实验班总平均分达619.4分。

大兴高考理科前两名分别为671分和

670分，位于北京市262名和288名,这也是

大兴区本地培养的应届毕业生中仅有的两名

过670分的考生；大兴一中文科第一名为

668分，位于北京市38名，同为大兴区本地

培养的应届毕业生。

文/实习记者 李梦丽

近日，记者跟随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来到了位于魏善庄的北京奥龙苑食品有限公

司，对企业是否有原辅料进货、生产过程控制等

记录，产品标签标识标注是否真实、完整等情况

进行了检查。食药局工作人员表示，中秋节后

还将对过期月饼馅料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据悉，大兴区有12家月饼生产企业，奥

龙苑是其中被抽检到的一家。在生产车间

内，食药局工作人员重点检查了是否存在使

用陈馅制作新月饼、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

添加剂、篡改标签中生产日期等违法行为。

在检查中，魏善庄食药所工作人员重点检查

了生产日期的标注。

据了解，北京奥龙苑食品有限公司主要

为大三元等品牌提供月饼代生产，此外也面

向市场零售、酒店定制等。该公司生产负责

人李女士表示，奥龙苑生产的所有月饼生产

日期的标注都必须在进入包装间之后进行。

在检查期间，李女士告诉记者，月饼是经

过装馅、定型等工序后进入烘焙室，经过两次

烘烤后再根据品种、体积等的不同，静置1-3

小时后进行包装，“包装间为温度恒定26摄

氏度的无菌操作环境，以保证月饼的质量。”

随后，记者跟随区食药局工作人员来到了

黄村镇物美建兴店，对超市进货索证索票、进货

牌照等进行检查。食品流通科满志国格外强调

了对于月饼的节后处理环节：“中秋节过后，超

市应把没有售尽的月饼按照其进货渠道进行

退货，我们会对这一环节进行监督，防止出现

月饼再流通的现象。而月饼返厂后的处理也

会受到监督，坚决防止馅料再加工的现象。”

文并摄/实习记者 纪婉莹

大兴严查月饼厂家拒绝“陈馅”

羊肉片、牛肉、酱腱子、麻辣鸭舌……在

富强路西里一层底商，临街的玻璃柜台里摆

放着各种诱人的熟食，常常引得附近的街坊

四邻在此排队。这就是这一片小有名气的

“杨记清真牛羊肉”。不久前，北京市全面推

进“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这家经营了30年

的杨记清真牛羊肉店（以下简称杨记）因店面

属于居民楼违规开墙打洞而“挪窝”了。

30年承诺“不掺假” 赢得一批老主顾
家就住在富强路西里的田阿姨是杨记的

老主顾，“杨记还在万兴歌舞团东边时，我就

一直在他们家选购冬天刷肉必备的牛羊肉”。

“我们杨记羊肉片是内蒙古纯吃草的锡

盟羔羊，生牛肉都是纯干牛肉，不注胶，不注

水。我们卖的是牛街的纯干肉。”杨记现在的

老板杨哥告诉记者，杨记是姥爷杨凤祥于

1987年创办的，现在由他接手了这个营生，

始终坚持高质低价，“我们承诺不掺假，秉持

信誉第一，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老顾客”。

杨记熟食招牌是老汤酱腱子，选用牛前

腿腱子，经过腌制后再用老汤慢火炖4小时，

入味软烂，是顾客喜欢的单品之一。“他家这

个味儿别地儿还吃不到。”一位刚刚买了不少

熟食的食客告诉记者。

街道帮找落脚地 三百米外新店重张
“今年年初有一个老主顾来买东西，多给

了一百元。我收完钱才发现，就把多收的一

百元退给了她。然后特别巧，隔了大概一两

天，另两个人买东西，我多找了五十元，顾客

走出特别远之后又主动给我送回来了。”事儿

虽小，杨哥却记忆深刻，“我们做生意讲的就

是诚信，不得不失”。

老街坊们听说杨记要“搬家”，都和杨哥

一样担心。

但这样的担心并没有持续多久。9月9

日，在兴丰街道的大力帮助下，杨记新店在

玉林烤鸭店红绿灯往东100米的富强东里

底商重新开业了。新老店面并没有离得很

远，相距不过三四百米，这让杨哥打心眼里

高兴，“很感谢街道给予的帮助，让我还能

和这些老主顾在一起。”在疏解整治过程

中，兴丰街道同城管一起帮助杨记了解新

经营地点的合法性，并多次因为租金事宜

帮助杨记同新店面的业主进行协调，并协

助杨记迅速完成了注册营业执照等相关手

续。“对于疏解整治工作，我是支持的。提

前结束经营，宁可有损失也不能影响政府

整治工作的进度！”

文/实习记者 李梦丽

供图/杨记清真牛羊肉店

在兴丰街道帮助下新店在距老店300多米的富强东里底商开业

30年老字号“杨记”搬家

“其实这次治理初期

我还觉得收效不会太好，

没想到，真的能根治了！”

近日，看到清源街道的整

治力度，家住枣园社区的于叔叔这样告诉北

青社区报记者。

烧饼铺、水果店、烧烤店……从枣园社区

东门往里不到100米的路两侧，店铺一共39

家，“夏天卖烧烤的，又吵又呛人。”

2015年到2016年间，清源街道不断治

理，可是商户和执法人员就像“打游击”一样，

今天执法人员来了就不营业，明天没来就继

续开张。据城管人员介绍，开始是在商铺前

3米左右修建了围栏阻止商户营业，但是没

多久，围栏就被破坏。

直到今年，清源街道与相关部门共同联

合执法，在治理的同时考虑到非法经营实体

的损失，在前期走访中，发放了《致全体经营

者的一封信》，并张贴《无证无照、开墙打洞告

知单》，限时一个月内商户自行整改；一个月

后，执法人员进行了两次入户告知。

“但是通过告知和给出的时间对于商户

来说还是不够，为了能以最稳妥的方式解决

问题，我们把商户们聚集在一起，现场向商户

们讲解整治工作的意义。大多数的商户参会

后表示愿意配合环境整治工作。”清源街道专

项整治工作负责人张泽普告诉记者，在大会

上，街道与商户们又约定了14天的整改期限。

约定的时间到了，执法部门和街道工作

人员冒雨来到枣园社区东门，执法工作不到

两个小时就完成了，“商户们都很配合，说明

前期的工作没有白做。”张泽普说。

截至记者发稿时，枣园东门路南侧27户

车库改底商、路北侧12户“开墙打洞”违法经

营已全部关停，社区设施的恢复工作也在有

序进行中。 文/实习记者 纪婉莹

39家“打游击”商户清退了

红楼西巷

68个“地窝棚”
一天清

观音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