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西景园是位于石景山西部的一个保障

房小区，去年7月份本报曾报道，作为一个交

房仅十个月的新建社区，基础设施却频繁出

现问题。路面坑洼积水，草坪土地裸露，不定

时的停水、停电、停电梯，让居民苦不堪言。

报道引起广泛关注，随后石景山区在去

年 8 月成立了包括区住建委、开发商、物业、

街道等七家单位在内的工作专班，将京西景

园存在的诸多问题逐一解决。在该情况被报

道一年多后，我们再次接到该社区居民的反

馈，“来看看吧，我们小区的变化可很大呢！”

临时电改成正式用电
京西景园项目于2013年 11 月开工建

设，2017年9月竣工交付使用，建设有保障

房2800余套，解决了石景山区2000余户经

适房、限价房轮候家庭的住房问题。

小区入住以后，由于前期遗留问题，停水

停电如家常便饭，电梯也经常停运。京西景

园筹备组负责人赵红告诉记者，工作专班成

立后，立即着手解决，将社区的临时供电改成

永久正式用电。随着供电系统的改造完成，

停水和电梯停运的情况也得到解决。

中水管道重新铺设
赵红介绍说，小区此前因道路维修、庭院

改造、雨季土地下沉等原因，造成中水管道破

裂，在维修过程中集中出现了几次中水无法

正常使用的情况，居民对此意见比较大。

在接到居民的反馈后，街道接诉即办，通

过多部门合作，将中水管线重新铺设，与自来

水公司管道连接，从而彻底解决了中水管道

经常故障的问题。

庭院改造升级社区环境
社区环境的提升，可以说是京西景园最

直观的变化。一年前记者到京西景园采访

时，随处可见的场景是——路面坑洼、雨季积

水、草坪损毁、土地裸露、垃圾乱倒、车辆乱

停。一年后，京西景园的路平整了，车位整齐

了，放眼望去花草树木郁郁葱葱。

赵红表示，社区庭院改造从去年9月开

始，随着秋冬季的到来，改造工作暂停，于今

年开春后改造继续，截至本月，庭院升级改造

基本完成。这其中包括，对所有路面进行重

新铺设、安装标识、专人管理、禁止大车等车

辆进入社区。对地上停车位进行铺装，增设

便民服务设施，将小区出入口由一个增加到

三个，绿化方面重新铺设草籽、种植树木等。

活动站投入使用 3D电影社区看
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居民对文化生活也

提出了要求，“小区有文化活动站，但是一直

迟迟未开放，我们没有活动场地可供使用。”

居民在今年8月7日提出诉求，筹备组工作

人员紧急布置、完善，文化活动站第二天即正

式向居民开放。

赵红告诉记者，小区的文化活动站面积

有540平方米，此前因设施设备还未筹备好，

活动站由第三方管理，人员也未到位，所以暂

时未开放。在接到居民电话后，工作人员加

紧筹备，将桌椅、设备安置到位，第二天便投

入使用。

提起这个活动站，可谓是“高配”，除了棋

牌室、多功能厅外，还装有乒乓球台、跑步机、

动感单车等健身器材。而一整面墙的3D电

影屏幕绝对可以让居民在朋友圈“炫耀”一

番。这些设施设备均免费向居民开放，每周

有活动安排，会提前告知居民，让大家根据所

需前来参加，“现在社区模特队就在多功能厅

进行形体训练呢。”赵红说。

文并摄/记者 胡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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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大练兵 机器人上阵
本周二上午，“滚滚浓烟”从位于八宝山

地铁北侧的市民冰雪体育中心冒出，同时警

报响起，过往行人见此情景，无不面露紧张之

色，走近后一看才发现是虚惊一场。“原来是

在进行消防演习，这么热的天儿，消防员们辛

苦了。”

当天上午9点，石景山区以“人员密集场

所安全”为重点，在石景山市民冰雪体育中心

举行大型人员密集场所灭火救援综合实战演

练。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石景山区委区政

府、区应急管理局、公安分局、区卫健委等相

关委办局及各街道领导现场观摩指导。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大型人员密集

场所灭火救援综合实战演练之所以选在市民

冰雪体育中心，是因为这里特殊的建筑风

格。市民冰雪体育中心为气膜建筑，有A、B、

C三个气膜馆，气膜建筑是采用高性能建筑

膜材按照设计图纸焊接成型，四周与地面基

础加以锚固形成密闭空间，通过机械系统往

室内空间充气后，通过内外空气压差支撑膜

体形成整个结构体系。

此次演练中，市民冰雪体育中心B馆“突

发火灾”，伴有大量浓烟，火势向邻近A馆蔓

延，馆内有人员被困，急需救援。石景山消防

救援支队接到报警后，共出动13部消防车、

65名指战员赶赴现场处置灾情。

在演练现场，一个特殊的小东西吸引了所

有人的目光，那就是消防机器人。它像一个无

坚不摧的战车，在火场辗转腾挪，协助消防员

完成救援任务。据介绍，消防机器人在灭火救

援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代替消防救援

人员进入易燃易爆、有毒、缺氧或浓烟等危险

灾害事故现场进行探索、搜救、灭火，有效解决

了消防救援人员在上述场所面临的人身安全

威胁、数据信息采集不足等问题。

文并摄/记者 胡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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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一分
环境美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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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红》本土作家讲述京西故事

8月22日上午，老山街道

启明星社区青年汇在老山东里

社区服务站内开展“垃圾分一

分 环境美一美”环保知识讲座

活动，共有20人参加。

社工向大家讲解为什么要

重视环保，如何做到环保、垃圾

分类等，并通过观看变废为宝小

视频等方式来提高并引导大家

对环保的认识。随后社工向大

家介绍生活垃圾都有哪几类，通

过图文并茂的形式来向大家进

行说明，随后社工将准备好的

生活垃圾的图片发给大家，让

大家进行垃圾分类模拟。不少

青年分享到自己通过活动了解

了垃圾如何分类，哪些是有害

垃圾哪些是可回收垃圾，并表

示今后家中产生的垃圾一定会

进行分类处理。

近日，在五里坨民俗陈列馆，来自中直机

关、京津冀等地区的中国网络文学、艺术评论、

军史研究、文旅融合、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研究、

书画漫画以及20多家媒体等社会各界人士齐

聚一堂，对爱读文学网签约作家竹君创作的大

型网络主旋律作品《西山红》进行研讨交流。

本次活动，作为在北京亦庄国际会展举办

的第三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分会场活动之

一，包括民俗展示、作品推介、专家座谈等多个

环节。石景山区作家协会主席李金明首先致

辞，代表石景山区文学界对爱读文学网站入驻

石景山区后，扎根基层沃土、注重推出新人表

示赞赏，并呼吁全区广大写作爱好者积极运用

这个专业写作平台，书写爱国情怀、歌颂美好

生活。

爱读文学网总经理唐德尧向参会专家介

绍了《西山红》作品基本情况，该作品以石景山

区成长起来本土作家的独特视角，结合自己在

京西多年的工作和生活，深入挖掘“西山永定

河文化带”历史底蕴和渊源，以京西古道——

模式口的前世今生为原型进行创作。作品以

雄浑深厚的历史视野、深刻敏锐的洞察思考，

全面展示了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挚爱深情。

作品全篇共20多万字，93个章节，跨越

几代人的岁月沧桑，集中呈现了模式口一带人

在历史长河中的行进轨迹以及与多种外来文

化的融合碰撞。特别是融入了大量的当地非

遗文化传承元素，如盘扣、打花棍、木雕以及走

会等经典民俗文化细节，突出了地域特色和民

俗民风。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对传统文化也进

行了传颂和弘扬。

本作品作为网站重点推介的文旅融合作品，

将在第三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进行展示和重

点推介。爱读文学网站与石景山区拥有丰富文

化基础、擅长宣传策划的北京金春四季文化传媒

就作品IP开发达成共识。双方将借助各自优势

资源，积极争取各方支持，争取将《西山红》作品

进行评书、动漫、舞台剧、影视等多元化开发，让

古老的京西文化走进现代，走近青年一代。

本报曾报道一小区交房仅十个月基础设施频现问题一年后居民联系记者

“快来看看我们小区变化可大了”

如果您在咱石景山遇到

了有趣的、美丽的、温馨的、

感动的瞬间，发现了需要反

映的事情，不妨用相机、手机

随手拍上一张，在第一时间

发给我们。稿件采用后，我

们会及时联系您支付稿费。

邮 箱 ：beiqingshijing-

shan@163.com

微信公众号：北青社区

报石景山版

要求：来稿请附上照片

拍摄的时间、地点、简单描

述，以及您的联系方式。

随手拍征集令

近日，石景山区20位

居民代表参观了北京市环

境保护监测中心。“我是第

一次来到这里，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环境直接影响到我

们的生活质量。”居民王女

士发自肺腑地说。

文并摄/记者 龚羲

感受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