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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万株乡土植物扮靓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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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交行北京市分行，

全面开展 2019 年的扶贫工

作。与以往不同，今年该行与

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天祝县结

对，派出挂职干部实地帮扶，结

合天祝县实际，在民生扶贫上

下功夫。

为拓展扶贫渠道，该行发布

倡议书，号召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天祝扶贫。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和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两家行业龙头企业获悉

后，主动提出发挥自身优势，支持

天祝扶贫项目。在了解天祝县情

况后，该行与两家企业决定通过

建设农副产品种植基地、改造水

利设施、带动农副产品销售等措

施，切实为改善贫困县民生问题

出一份力，使百姓长期受益。

8月17日，在天祝县县委、

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交行北

京市分行携手两家企业一行来

到天祝县，参观了德青源金鸡

扶贫产业园、高原绿色(有机)蔬

菜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验示范

点和“天祝原生”旗舰店。

当天，天祝县政府与北京

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就农

产品购销合作达成了签约，以

订单农业新模式，建立了长期

稳定的农副产品供销关系。天

祝县负责建设2300亩蔬菜种

植基地，新发地市场负责制定

种植规划，帮扶农户种植，引入

加工、储运企业并协调销售。

在促进天祝县农业向规模化、

品牌化发展的同时，也助力北

京菜篮子工程，让北京市民品

尝到天然、绿色的天祝蔬菜。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挥自身技术优势，支持天祝

县东坪乡饮水改造提升工程项

目，并捐赠资金50万元，对现有供

水设施进行提升改造，改善供水

不稳定、水质不达标等问题，保障

全乡2800余名百姓的饮水安全，

使百姓切实从扶贫工程中受益。

日前，石景山区在全区范围开展了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乡土植物进社区”主题活

动，该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分六批为全区9

个街道37个社区提供月季、大花萱草、玉簪、

马蔺等乡土植物共计6.5万株。

近日，记者在古城街道老古城西社区看

到，早上七八点钟，社区里就已是一派热闹的

劳动场景，老街坊们相约着一起加入到种植

花卉的队伍中，有人负责拔掉杂草、平整地

面，有人负责运送花卉，有人负责种植、浇水。

到了中午时分，还有老街坊放弃自己的

休息时间，自发地来到新种植的花卉旁浇水，

尽心呵护着。老古城西社区党委曹书记告诉

记者，当天该社区共种植了约5500株花卉，

绿化面积有五六百平方米。来参加种植的不

仅有在职党员、团员、老街坊等，还有正在放

暑假的孩子们。他们在家长的带领下，也为

自己的社区出了一把力。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由石景山区创森

办发起，街道社区共组织3000余人参与。活

动以花为媒，群众踊跃参与整地、拔草、种植

等体验劳动，增加创森工作与群众的互动，在

与花草的亲密接触中，提升创森工作的知晓

率、支持率、满意度。

据介绍，园林部门此次选择的均是乡土

植物，因为该类植物在养护管理成本、抗病虫

害能力、适应自然条件能力上具有天然的优

越性，适合本地生长，更加节水、耐寒、抗病，

近几年来园林绿化行业逐渐得到更多认可。

其中的月季更是北京市的市花，“月季的花期

长，修剪、施肥和打药跟进到位的话，春、夏、

秋可以月月开花。”加之其品种多样、颜色鲜

亮，很受居民喜爱。

据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介绍，石景山老

旧小区居多，当年的小树已长大且树荫较多，

而多数花卉都是喜光的，所以就要选择耐阴的

品种栽植，比如玉簪，“有些小区绿化养护缺乏

水源，栽植马蔺可能会比较省心省力”。

文并摄/记者 胡晓宁 通讯员 赵昂

近日，北京首批推出了 22 条段 300 余个

免费垂钓区，这其中就包括位于石景山区的

永定河流域。为了找到石景山目前唯一一处

正规垂钓点的确切位置，记者前往莲石湖公

园进行了实地探访。

看好入口再前往
根据官方公布的位置，石景山这处免费

垂钓区位于石景山莲石湖段S1线以北区

域。上周末，记者来到莲石湖公园，由漫水桥

下进入公园后，一路向北进发，在尚未到达

S1线位置处时却发现，由于目前跨永定河的

新首钢大桥还在紧张施工中，导致莲石湖公

园在到达新首钢大桥区域时道路中断，无法

穿行而过。

记者询问了公园内的安保人员，据其介

绍，需要从河堤路前往莲石湖公园北侧的入

口进入。记者在地图上看到，这条位于莲石

湖公园西侧的道路为滨水公园景观道，沿着

这条路一直向北行驶，便可在路侧看到一处

停车场。

该停车场为免费停车场，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停车场南北两侧各有一个入口，北侧入

口为永定河门头沟区域，而南侧入口才是莲

石湖公园的入口。由南门进入后，可在路旁

看到一个蓝色的大牌子，上面注明北侧为门

头沟的门城湖，南侧为莲石湖。莲石湖上起

麻峪，下至京原铁路桥，河道长度约5.8公

里，上接门城湖，下接园博湖。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莲石湖垂钓区域为

S1线以北左右岸至门城湖交界处，垂钓区域

长度约700米，水域水深约2-3米，具体位置

建议大家导航“门城湖景区观光教育园区-停

车场”地址，“以后等新首钢大桥修好通车后，

中断道路会恢复，到时候从漫水桥方向也能

来到垂钓区域”。

未来将规划垂钓点位
记者在允许垂钓区域看到，来此钓鱼的

人不在少数，在湖水两岸，每隔一段距离就有

钓鱼爱好者自备板凳、雨伞等设备，或享受独

处的钓鱼时光，或不时和周围钓友交流一下

心得。而这里垂钓的风景也很宜人，抬眼望

去不光有美丽的湖景，还可远眺首钢的厂房、

高炉。

目前，莲石湖管理方已在S1线下方设立

禁止垂钓和不适宜垂钓区域警示牌，上面用

箭头明确指出禁钓区和钓鱼区。“文明垂钓公

约”也已设置到位，其上内容包括遇雷雨、大

风、冰雹、河道行洪等情况要及时撤离到安全

区域；夜间及酒后不进行垂钓；不使用对水体

有污染的鱼饵等。

“自打允许垂钓后，每天来钓鱼的人不

在少数，最多时候能有五六十人。”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他们已加强安保巡查、保洁服务、

水质监控等工作，下一步将继续完善垂钓区

域相关配套设施，在集中垂钓区域周边配备

救生绳、救生圈等设施，以保障垂钓人员和

其他人员在落水等突发情况时可得到必要

的救援和救助，同时设置垃圾桶，方便垂钓

人员和游人处置垃圾杂物，“还计划对垂钓

点位进行规划”。

文并摄/记者 胡晓宁

石景山官方免费垂钓区来了

“我们小区的下水管道经常堵塞，一遇下

雨天，家里的下水管道反水就很严重。尤其

现在天气热，臭味弥漫，楼道门口蚊虫多到打

脸，咱们街道能不能帮解决一下……”近日，

市非紧急救助服务平台接到居住在高井路社

区6号楼1单元王女士反映自家下水管道堵

塞的求助电话。

下水道堵塞，厨房厕所反水
街道工作人员接到工单后，第一时间联

系了大唐物业人员前往查看。大唐物业负责

人说，“高井路社区属于老旧小区，管道老化

严重，污水主、支管道又比较细，楼内出现这

种情况可能和楼内外的排水管线阻塞有关。

正常来说，楼内的污水会顺着地下的支管道

流入楼前的主管道。如果支管道阻塞了，流

不出去的污水自然就反涌回居民家。”

居民王女士说，她所居住的6号楼下水

道堵塞最为严重，每周都要让小区物业来

疏通一下下水道。前几天，家中卫生间的

水池、地漏以及坐便器再次出现往上反水

的情况。大量的厨卫污水就顺着水池、地

漏往外涌，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是往外喷。

高效疏通下水道
为尽快解决堵塞问题，广宁街道立即

与大唐物业负责人一同协商解决此问题。

随后，大唐物业派出工作人员用了一天的

时间对管道进行了疏通，暂时缓解了小区

下水管道堵塞问题，王女士对街道高效的

处理方式表示非常满意。

为彻底解决困扰居民多年的下水管道堵

塞问题，广宁街道、高井路社区负责人与大唐

物业公司一同邀请居民代表召开协调会听取

居民对下水管线改造意见。

从根本上解决居民难题
最终，确定施工方案，先对6号楼1单元、

2单元居民家中严重堵塞的室内外下水道支

管进行全面改造更换。剩下4个单元，如果出

现类似情况，将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改造。

街道负责人称，“坚决从根儿上解决居民的困

扰”。在场的6号楼居民代表无不拍手称赞。

“没想到困扰我们这么多年的难题，一周

就解决了。事后广宁街道负责人还亲自来社

区进行回访，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政府‘接诉

即办、迅速解决’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6

号楼2单元的居民焦先生激动地表示。

“居民的诉求是多元的，即使在旁人看来

就是不起眼的小事，但对当事人来说，都是不

折不扣的大事。‘接诉即办 ’一直是广宁街道

的工作重点，利用‘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机

制，能及时有效地解决百姓之所急。”广宁街

道负责人表示，广宁街道坚持每日会商、每周

研判、每半月通报分析、每月总结的工作机

制，努力办好群众身边事，真正做到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

下一步，广宁街道将进一步结合实际接诉

案例梳理“未诉先办”的类型，不断提高老百姓

的响应率、满意率和解决率。 文/广宁街道

精准可持续
助力贫困县

管道堵塞排水难 街道帮助解忧烦

交行北京市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