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6年以来，广宁街道建立社区社会治理综合执法站已两年多的时间，有效推动了城

市管理重心下沉到底。通过建立执法站，实现了由“问题找上门”到“上门找问题”，由“被动处

理”到“主动服务”的转变，将社会治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使矛盾不出社区就被解决掉，促进

基层社会建设的良性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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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旗袍传承人
学做小饰品

由问题找上门到上门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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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石景山区“我和我

的祖国——迎祖国 70 华诞，展

职教时代风采”爱国主义主题

教育暨职教宣传月主题活动，

由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主办，

北京市承办。在黄庄职业高中

的旗袍工作室，北京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京式旗袍第五代传承

人张凤兰老师在教大家做如意

香袋、书包挂件等小饰品。张

老师告诉记者，精美的如意香

袋、书包挂件等小饰品都是用

旗袍的下脚料制作的，这也符

合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德。

张老师还运用旗袍花扣制作工

艺，制作出一朵朵精美的奥运

雪花，期盼着2022冬奥会。

摄影/记者 李畅

“展厅的中心简介、关怀交

流、环境监测、管理支撑、环保

科普这五个单元让我更加知道

了环保的重要性。”第一次走进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刘

女士开心地说。近日，建钢南

里社区居民参观了监测中心展

厅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

居民们通过参观和工作人员的

讲解，了解了大气污染物的测

定方法，测定的仪器装置以及

近几年来北京市在大气污染防

治方面取得的成绩。

居民们纷纷表示，这次科

普行收获颇丰，大家要从自身

做起，积极践行低碳环保理念，

为首都的蓝天出一份力！建钢

南里社区党委书记屈璠介绍，

参观了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

心的居民，将心得体会分享给

其他居民，提高了社区居民的

环保意识。居民们积极参与到

社区环境治理、美化中来。“助

力创城 美化家园”第一期花友

汇活动开启了把社区装点成有

花、有草、有香、有色的宜居家

园的篇章。

文/建钢南里居委会

参观环保监测中心
践行环保行动

重心下沉社区
已成立5处执法站

社会治理综合执法站主要职能是推进城

管、公安、安全生产等执法力量在社区继续下

沉，推动社区切实承担起管理辖区内道路、门

前三包、安全生产等工作，将城市管理重心下

沉到底。

目前，广宁街道已经在各社区成立5处

社会治理综合执法站，各执法站人员配置为：

由社区书记担任站长，分别由城管执法队、社

区民警、街道安全科、物业负责人担任副站

长，社区设专门社区工作者1名，负责执法站

相关工作，此外每个社区组织30人志愿者队

伍，对责任区域道路定期开展巡逻巡查。

通过建立执法站，在社区里建立管理者

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平台，一方面引导社

区群众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实现“人民城市

人民管”。另一方面，也使执法部门有了深入

基层的“触角”，更加及时地发现情况，从源头

解决影响城市环境的问题。

划分主要道路
由路长、副路长管理

以执法站为载体，将主要道路按社区划

分，由社区书记任路长，城管队员、社区民警、

物业单位负责人为副路长，协管员、物业、楼

门长，城市志愿者共同参与。社区书记作为

路长牵头对责任区域实施属地管理，重点解

决道路两侧的乱贴乱画、乱堆乱放、乱牵乱

挂、侵街占道等违法违规问题。

社区及居民群众依托“路长制”对沿街门

店业态设立、调整以及渣土、广告、亮化、环评

等证照取得充分参与意见，在参与城管前置

审批的同时，注重对事件的追踪监管，不留管

理缝隙，执法部门依托“路长制”深入基层发

现并解决问题。

推进执法站建设和路长制后，辖区的所有

道路“各有其主”，处级干部各有责任区域，各

自认领一条路，社区有街长、巷长、楼门长。相

比以往的模式，“一路一长”在发动群众、服务

群众、源头管理上更有优势，能真正把城市环

境的检查、监督、服务、引导等各项责任落到实

处，促进区域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

以高井路社区为例，此前没有路长、副

路长，辖区内的道路出现破损、坑洼、建筑

垃圾堆放、游商游贩等问题，是依靠工作人

员巡视或居民反馈才能知晓，而有些路段比

较偏僻，行人稀少，就会出现管理盲点。现

在，每条路每天都有专人巡视，一旦出现问

题，立即层层上报，快速处理，保证了辖区

的环境秩序。 文/记者 胡晓宁

近日，石景山区八角街道为老服务呼叫

中心开通上线，老人在家只需按座机的一键，

足不出户，两小时内即可享受咨询、社区活

动、驿站、维修、家政等五大类服务，安全便

捷，服务质量高，或用手机拨打热线电话

53876000，同样有效。

5月伊始，八角街道为老服务呼叫中心

针对本辖区已安装“居家养老服务信息机”的

高龄老人进行入户测试，“信息机社区活动、

驿站、维修、家政等服务项目挺多，挺好，但是

人老了，哪分得那么清楚。”老人的无奈让工

作人员小赵记在心上，能不能通过信息机实

现“一键呼叫”服务，在老人有需求时，方便、

快捷地连接呼叫中心。通过与技术人员沟

通，问题迎刃而解。

没想到，“一键呼叫”服务刚一推广，热线

电话就响起来。家住石景山区八角街道地铁

家园社区8号楼的程大爷说，夏天到了，他想

在家里安装电风扇，可是打不了孔。想起社

区工作人员刚到家里安装了“居家养老服务

信息机”，他就试着拨了过去。不到一个小

时，就有人上门安装好风扇，价格还很公道。

老人高兴地说：“安电扇这事，不知道找谁，找

了又担心乱收费，有呼叫中心在，我们就放心

多了。”

八角街道为老服务呼叫中心力求用最简

单的操作方式方便老人，除了设置热线电话，

还在呼叫中心和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内都配

置安装了带触屏功能的养老服务预约一体

机。老人在一体机上可实现订餐、预约、参与

公益、为老服务志愿者登记、积分查询和积分

兑换等功能。

据了解,为老服务呼叫中心利用信息技

术，整合社区服务商、为老服务志愿者、驿站

等分散的服务体系，对接石景山“老街坊”养

老产业促进会和八角街道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的服务资源，实时响应居家老人服务需求，精

准匹配服务供给，为老人提供驿站服务咨询、

生活照料、家政、维修、紧急救助等服务，在保

证服务便捷的同时对服务过程全程监管，确

保上门服务的质量和安全。

文/通讯员 胡东宇

本报讯 5月17日，“2019·北京社会科学

普及周暨西城区第八届社科普及周”在北京

大观园开幕。开幕式上，“2019·人文之光”

社科知识竞赛决赛同时举行。以首都文化的

四大内涵命名的“古都风采”队、“红色印记”

队、“京腔京韵”队、“激昂创新”队亮相总决

赛。他们由本届大赛首次举办的四场社区选

拔赛中成绩优异的队员组成，最终“红色印

记”队获得了最后的冠军。

本届知识竞赛的主题是“共建文明实践

中心，欢庆祖国七十华诞”。与往年不同的

是，今年主办方为热爱社会科学知识的市民

特别设计了选拔赛环节，把社科知识竞赛送

到居民的“家门口”。在朝阳公园科技馆、大

兴区的观音寺南里社区、东城区的西河沿社

区、回天地区的霍家营社区的市民亲身参与

到社科知识竞赛的现场环节。从社区选拔赛

中走出的优秀选手在总决赛现场一展峥嵘。

首都文化的内涵包括源远流长的古都文

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

化和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为了加深市民对

首都文化的认同，主办方从首都文化中撷取

概要，确定了四支队伍的名称：“古都风采”

“红色印记”“京腔京韵”“激昂创新”。今年即

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强烈的首都文化

认同感和鲜明的历史责任感激发了首都群众

参与社科知识竞赛的热情。决赛现场，机器

人“小宝”亮相，它以特邀主持人的身份为选

手出题，呆萌风趣的“主持”风格引爆全场。

最终，经过必答题、抢答题、互动题、风险题等

激烈竞争，“红色印记”队获得了最终的冠军。

本届社科知识竞赛在宣传动员上也充分

发挥了北京融媒体平台的创新优势。市民在

初赛阶段可以通过“人文之光”网站、北京青

年报融媒体——“北京头条”APP、《北青社区

报》微信矩阵、《北京青年报》等多种渠道进入

答题系统参与比赛。比赛从4月25日开始

进行初赛，初赛历时21天，有4万名市民通过

线上方式参与答题，最终有1.4万名成绩优异

的市民获得了答题纪念品，参与人数和获得

纪念品的人数都超过往年。

“人文之光”社会科学知识竞赛由北京市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联合北京青年报社共同举办。自

2015年以来，比赛已经成功举办四届。

老人一键呼叫 可享五大类服务

今年超4万市民参加社科知识竞赛
“2019·人文之光”社科知识竞赛总决赛举行

广宁街道两年成立5个执法站 社区管理下沉到底

八角街道为老服务呼叫中心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