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民认领月季扮靓背街小巷

去年8月份，北京首个“全向十字路口”在

石景山亮相并正式启用，在该路口，只要人行

绿灯亮起，行人可以在所有方向上自由穿越道

路，除了常规的南北、东西向斑马线，在马路中

间还施划有交叉的斑马线。在首个“全向十字

路口”投入使用近10个月后，万达地区又施划

了第二个这样的交叉十字形人行横道。

记者看到，第二个“全向十字路口”位于政

达路与银河东街交叉口，该路口作为商业中

心，行人和车辆均不少，尤其早晚高峰时段，

上、下班人流密集，到了晚上和周末，万达商场

会涌入大量顾客，导致路口行人较为集中。

此前，首个北京“全向十字路口”位于鲁

谷西街与政达路交叉路口，路口的西北侧便

是万达广场，其余三个方向也是写字楼、商铺

云集，同样属于商业繁华地段。

“全向十字路口”自去年正式启用后，相

信不少人都体验过多次了，这种路口施划有

交叉式人行横道，即站在路口，行人不仅可以

从两侧斑马线走到马路对岸，还可通过路中

央交叉式人行横道直达道路斜对面位置。

除此外，在以往的路口，当信号灯显示为

绿灯时，同方向的行人和机动车都可以行驶

通过，但在“全向十字路口”却不同，信号灯显

示分为行人通行时间和车辆通行时间。在行

人通行时间内，所有方向的机动车信号灯（含

右转车辆）一律为红灯，车辆禁止通行。此

时，行人在4条人行横道及两条交叉式人行

横道上均可随意通过。

记者注意到，“全向十字路口”不仅增设

了斜角对向信号灯，还会循环播放引导行人

的语音提示。而当行人通行时，即使右转车

辆也禁行，行人通过路口时便可不受车辆干

扰，最大限度保障了行人的安全。

新事物的启用往往在开始时有些难度，

随着使用的常态化，体验也越来越好。去年，

记者初到首个“全向十字路口”体验时，面对

陌生的通行方式，确实有些不知所措，当时在

随机询问几个行人后，大家表示，“开始时确

实有些蒙圈。”但在观察一番并尝试通行几次

后，也就适应了。

现在，在第二个“全向十字路口”，无论年

轻人还是中老年人，仿佛对这种路口都已见

怪不怪，通行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据悉，

“全向十字路口”是石景山交通支队借鉴国际

经验，针对该路口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

在进行实时了解跟踪，并实施调整。

文并摄/记者 胡晓宁

麻峪北社区
麻峪北社区是平房院落区，新街作为社

区内一条比较重要的胡同，每天人来人往不

在少数。为了美化背街小巷，曾经光秃秃的

街边闲置土地，在经过老街坊的认领和养护

后，种植了几百株的月季花。晚饭后大家手

里摇着蒲扇，在街边围坐一起聊着家常，抑或

是沿着胡同散步，眼前不仅有亮丽的风景，身

边还有阵阵花香围绕，很是惬意。

广宁街道地处石景山区西部，有着石景

山最大的平房院落区，城乡结合部的地理位

置决定了地区常住人口密、外来人口多，管理

难度大，相应的，社区环境与治理水平相对不

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麻峪北社区将居民

家院墙外的闲置空地利用起来，搭建了简易

花坛，在花坛内种植了几百株月季花，随后由

老街坊们自愿认领。

“没想到大家都很热情，住在胡同里的

15户居民都进行了认领。”麻峪北社区党委

李书记告诉记者，认领后，老街坊们都积极参

与到日常巡查、养护中来，精心照料着一花一

草。不仅如此，老街坊们还带动着身边的居

民和孩子们，共同加入到街巷维护的队伍中。

在种植花卉时，社区特意挑选了“接地

气”的月季花，“月季的花期比较长，好打理，

等到天气变冷了，我们会将其覆盖好，明年春

天还能继续开花。”李书记说，月季花成本低，

而且种的时间越长，花朵越茂盛，“装饰效果

越好。”

就这样，背街小巷变身为“鲜花小巷”，为

了使其形成长效化、常态化的良好局面，麻峪

北社区还构建了认领花草的“定期培训、定期

评比、定期表彰”的良好机制，以完成背街小

巷的“绿化、美化、净化、亮化、序化”工作。

作为首个打造“鲜花小巷”的社区，麻峪

北社区在完成新街的种植后，又将脏乱差的

高架桥下空地清理干净，运走垃圾，运来种植

土壤，准备种植第二批鲜花，“效果不错，广宁

街道也会在辖区内推广。”

文/记者 胡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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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家养老驿站实现刷脸用餐

第二个全向十字路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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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科技在生活中的应用，刷脸上

班、刷脸购物、刷脸交费，甚至刷脸考试都不

再是稀罕事儿，不过，这些高科技貌似都是年

轻人用得比较“溜”。但是，就在石景山八角

街道，这里的老年人每天都在体验着便捷的

高科技，那就是——刷脸吃饭。

刷脸吃饭每天都在八角街道辖区内的

10个养老驿站上演，老人们只需在驿站的服

务终端机前站上几秒钟，就完成了身份的识

别、认证，无需携带任何个人证件，更不用担

心由此带来的证件丢失等问题。

每天上午十点半，社区里的老人们陆续赶

到养老驿站，他们不用再像以前就餐时一样，

需随身携带身份证或老年卡，刷卡后才能就

餐。现在，老人们只需按一下服务终端机，然

后从容淡定地把脸往旁边的小机器前一凑，便

完成了身份识别和认证，接下来的事情就更简

单了，排队打饭、坐下来美美地饱餐一顿。

八角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刷

脸就餐是从刷卡、刷指纹一步步升级而来

的。最初刷卡需要同时携带身份证或老年

卡，老人年纪大了，一方面经常忘记带卡，另

一方面证件随身携带又容易发生卡片丢失的

情况。

为此，街道对服务终端机进行了升级，改为

刷指纹就餐，但同时又出现新的问题，有些老年

人指纹比较浅，机器读取不是很敏感，于是继续

改进，采用人脸识别技术，通过现有的高科技，

让老年人也能享受到智能、便捷的服务。

工作人员介绍说，从今年5月份开始，八

角街道融通了市区街三级养老服务平台数

据，并开发为老服务预约软件，提供方便快捷

的为老服务。目前，街道辖区内的 10 家养老

驿站均已实现“刷脸”用餐，每天大约有两三

百人会到驿站内就餐。

同时，八角街道还为辖区内老人提供更多

福利补贴，到养老驿站内用餐，老人们除了可

以享受到政府的补贴，还有街道为不同年龄段

老人提供的2至4元不等的就餐补贴。“现在

这‘刷脸’吃饭真好，省心又省钱，再也不用怕

忘带卡了！”一位等待进餐的老人笑着说。

文并摄/记者 胡晓宁

近日，老山街道启明星社

区青年汇，联合石景山区禁毒

办、石景山公安分局老山派出

所，石景山区禁毒教育基地，

老山东里社区及社区向日葵

康复中心开展了“文明老山 美

丽社区”——禁毒教育基地参

观活动。

6月14日下午，在石景山

禁毒教育基地内一场别开生

面的禁毒知识普及宣传开展，

共有包括礼文中学初一全体

学生及家长在内的56人参加

活动。社工肖兴龙向青年和

青少年们介绍我国的禁毒工

作和相关法律法规，让青年们

了解到国内的禁毒手段都有

哪些和相关法律法规内容，增

加青年们构建和谐社会意识，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珍

爱生命。随后在社工肖兴龙

及分局禁毒办马警官的带领

下，向学生和家长们讲授了毒

品概念、毒品种类、毒品危害、

防范新型毒品等有关知识，介

绍了吸毒给个人、家庭、社会

所带来的各种危害，并结合涉

毒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我国法

律关于毒品违法犯罪的规定，

引导青少年学生和家长朋友

们远离毒品。

在参观完禁毒基地展馆

后，社工组织青年和学生们

一起开展亲职小组工作，并

运用“人在情境中”，来模拟

演练当青少年将不明物品带

回家时，作为父母应该如何

合理地处理此类情况。在随

后进入的小组分享环节，青

年们依次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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