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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石伟）4 月 23
日，我区召开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暨背街小巷环
境精细化整治提升动员部署会。
会议通报了我区第七届首都道德
模范提名奖、首都背街小巷环境整
治提升和深化文明创建先进典型，
部署了石景山区精神文明建设和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石景山区
2020~2021 年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
整治提升工作方案。区委书记常
卫，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新，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文起，区政协主席吴
克瑞，区委副书记田利跃参加会
议。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思想和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
实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暨背街
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动员部
署大会精神，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精神文明建设及背街小巷环境
精细化整治提升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力争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区
精神文明建设和背街小巷环境整
治工作，并强调，要在疫情防控中
深化对精神文明建设和背街小巷
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的认识，在工
作中突出首都站位、首要职责、首
善标准，紧紧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
位谋划推进，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
情防控中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充
分运用到精神文明建设和背街小
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工作中，力
争创造更多的石景山经验和样本。

会议强调，要大力弘扬时代新
风，全面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大力弘扬广大干部群众在疫情防
控中展现出的良好精神风貌，深入
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深
化“学榜样、我行动”活动，树立新
时代引领道德风尚的精神标杆。
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疫
情防控，加强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
控知识宣传教育，推动形成文明健
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推进礼
仪、环境、秩序、服务、观赏、网络等
各领域文明引导行动，广泛动员社
会力量开展示范路口创建。加强
生态文明教育，引导市民树立敬畏
自然、保护环境的理念。深化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动精神文
明创建常态化。广泛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动员群众打好卫生防疫和
环境整治的总体战。做实做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巩固文明实践
中心、融媒体中心、政务服务中心
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努力把文明
实践工作做得更加出彩。

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背街小
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工作，营造
干净、整洁、有序的街巷环境。加
强宣传宣讲，抓好《街道办事处条
例》《物业管理条例》和《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落实。围绕“十无五好”
目标，细化管理内容，实施精细化
整治提升。完善街区责任规划师、
建筑师制度，落实“街巷长”“小巷
管家”制度，强化市容环境、生态环
境、设施环境、秩序环境的整治力
度，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
题。突出精准施策的政策导向，根
据街巷功能实施分类治理。把背
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治理标准列入
文明创建的测评体系中，开展好

“美丽街巷我的家”宣传，持续开展
文明街巷、文明商户创建活动，有
序推进街区更新，打造示范背街小
巷。始终抓住党组织领导基层社
会治理这条主线，深化“吹哨报到”
改革，完善“接诉即办”机制，用好
市民服务热线，形成运转高效、衔
接顺畅的工作机制。

会议要求，要打好创城攻坚
战，实现创城惠民、创城利民。以
服务保障冬奥筹办为统领，深化

“擦亮行动”。做好“社会面安全防
控、城市秩序、城市环境、窗口服
务、宣传舆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等 6 个方面 57 项重点工作任
务。以服务区域中心工作为着力
点，融合创建工作合力。发挥创城
在凝心聚力、铸魂育人、惠及民生、
树立形象等方面的牵引作用，与各
项创建融合推进。以为民惠民靠
民为宗旨，推动创建常态长效。坚
持需求导向，抓好项目谋划，完善
城市功能。坚持问题导向，补短板
促整改，提升城市品位。坚持循序
渐进，持续开展专项整治。

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领
导，形成共治共建共享的良好格
局。各单位主要领导要自觉深入
一线，亲力亲为，靠前指挥。广大
干部要冲在整治提升工作的最前
沿，以良好的工作作风来争取群众
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以实际成效
取信于民。牵头部门要落实“日
巡、周查、月评、季点名”制度，做好
日常管理监督，定期组织暗访督
查，着重发现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
弱环节。对督查结果，要按规定面
对面反馈、集中通报、媒体曝光、限
期整改，推动文明创建、背街小巷
精细化整治提升保持常态长效。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精神文明建设
深入开展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工作

（上接1版）着力打好碧水保卫
战。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
制”，持续开展“清河行动”和

“清四乱”专项行动，巩固黑臭
水体和入河排污口治理成果，
保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安全。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
严格管控建设用地环境风险，
有效防范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
的环境风险。

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生
态文明和城市环境建设，营造
清新整洁靓丽城市环境。大力
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
完善“山、河、轴、链、园”生态
体系，实施“增彩延绿”工程，
展现“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美
丽姿态。大力实施新一轮百万
亩造林绿化工程，大幅度扩大
绿色生态空间。加强冬奥赛场
周边、永定河及阜石路沿线开
展绿化美化工作和节点景观建
设，落实新首钢地区“十大攻

坚工程”和八大生态项目。加
强城市生态空间织补和生态修
复。统筹做好城市建设与管
理。持续推进苹果园交通枢纽
以及轨道M11冬奥支线、S1线
金苹区间等建设，积极开展城
市修补，完善城市管理大数据
平台，提高城市智能化管理水
平。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加强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
识宣传教育，加大城乡结合部
环境卫生整治力度。落实好

《物业管理条例》和《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

会议要求，要加强组织领
导，切实为各项工作的顺利推
进提供强有力保障。区委城工
委、区委生态文明委要发挥好
统筹协调作用，各牵头部门要
负起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各司
其职，密切配合，抓好落实，各
街道要履行属地责任，党政一
把手要当好施工队长。

区委主要领导调研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石景山老街坊”面对疫情“全响应”
本报讯（记者王祝炫）在八角街

道，一群年龄不同、身份不同的人
在社区里有一个统一的身份——

“老街坊健康护卫队员”。目前，辖
区内 23 支“老街坊健康护卫队”规
模已达4000多人，在疫情防控期间
成为街道、社区的得力助手。

“今年春节期间，社区防控工作
刚启动，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就人
手不够，十几名社区工作人员要管
住几千人的大社区，谈何容易。就
在此时，咱石景山老街坊志愿者第
一个站了出来”。八角北路社区负
责人刘微告诉记者。如今，在八角
北路社区北区大门值守点，总能看
到一群满头银发的“老街坊健康护
卫队”忙碌的身影。队员罗景文告
诉记者：“我们都是退休的社区老
党员，自疫情发生以来，我们一直
坚守在社区防控第一线。别看我
们年岁都比较大了，可是干起工作
来劲头可大了。”“老街坊健康护卫
队”队员在社区生活多年，熟悉社
区情况。遇到一些群众不理解社
区防控的重要性，测温、登记嫌麻
烦，队员们就巧用“熟面孔”进行柔
性劝导，很多居民看到这些老年人
还值守在第一线，不仅深受感动，
更能主动配合防疫工作，工作阻力
一下子就减轻了。

不仅是退休老党员，社区青年、
机关干部也是“老街坊健康护卫
队”的主力队员。社区防控工作启
动以来，八角街道将“双报到”机制
与“老街坊”志愿者紧密结合，将完
成报到的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
全部纳入“老街坊”志愿队伍，扩充
一线防控力量。区统计局在职党
员结合社区防控需要，开发“便携
式社区人口管理”小程序，能够快
速录入外来访客人员的姓名、身份
证号、联系电话、来访时间、来访目
的等相关信息，录入信息后小程序
后台直接生成完整数据库，供工作

人员对访客信息进行统计、查询以
及大数据分析等，有效减少人员在
纸笔上的接触，避免病毒交叉传播。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石景山
“老街坊”积极参与社区联防联控，
3000余名“老街坊”志愿者组建“老
街坊健康护卫队”，5500 余名在职
党员主动到社区报到，108 家央属
市属单位积极参与“创建零感染，
守护石景山”行动，他们与全区
2000余名街道社区干部、1550名机
关下沉支援干部共同构建常态化
联防联控工作格局，牢牢守住疫情
防控第一线。

战疫一线

本报讯（记者仲然 高鑫
铭）4月24日下午，区委书记常
卫到中关村科技园石景山园，
调研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常卫先后来到北京航天
测控技术有限公司和国家无
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听取
企业负责人关于企业运营和
发展情况的介绍，详细了解当
前企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和困难，检查指导企业疫情防
控工作。

常卫指出，当前是防控疫
情和恢复生产的关键期，要坚
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
抓，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坚定发展信心，紧抓窗口

期，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产。
要进一步在防松劲、防漏洞、
防反弹上下功夫，严格楼宇管
理，完善防控体系，抓紧抓细
抓实各项防控措施落实，确保
生产经营秩序安全有序。驻
区科技企业要继续加强科研
攻关，多出原创成果和重大突
破，在抗击疫情和构建高精尖
产 业 体 系 方 面 更 好 发 挥 作
用。政府部门要为驻区企业
提供服务保障，精准解决用
工、产业链协同复工等问题，
继续推动支持企业稳定发展
的政策落细落地，保障企业发
展。

副区长周西松参加调研。

本报讯（通讯员阴晓霞）
疫情期间，区统计局通过居民
收支调查中400户记账户样本
数据实时监测我区居民消费
情况。

降，各类“接触式”消费支
出下降明显。一季度，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9.4%。
饮食服务人均消费支出同比
下降 34.7%。衣着类人均消费
支出同比下降 27.6%。教育文
化娱乐类人均消费支出同比
下降 32.9%，其中文化娱乐人
均支出同比下降 47.4%。医疗
保健类人均消费支出同比下
降 18.9%。其他用品（首饰、手
表等）及服务（旅馆住宿费、美
容 美 发 洗 浴 等）同 比 下 降
23.1%。

升，战“疫”物资和在线途
径消费支出有所上升。疫情

期间，随着我区战“疫”物资供
应保障工作不断加强，医用口
罩、酒精等防疫物资消费支出
迅速攀升，“菜篮子”等保障生
活物资供应满足居民需求。
食品类消费支出持续平稳上
升，白菜、萝卜、土豆等易储
存、相对平价的“老三样”蔬菜
再次受到居民青睐。网络购
物对于生活用品消费起到很
好的替代和补充作用。生鲜
电商、在线教育培训等新模式
消费快速扩张，逆势增长。

盼，疫情结束后居民消费
有望迎来一个小高峰。随着
我区防疫局面持续好转，全区
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服
装、首饰、餐饮、线下教育、旅
游休闲、文化娱乐等被疫情暂
时抑制或冻结的消费需求有
望在疫情结束后逐步释放。

“降”“升”“盼”
我区居民消费呈现战“疫”新特点

本报讯（通讯员张亚京）4
月23日，区应急局对部分复工
复产的建筑施工工地进行了
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此次检
查以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等为重点，

突出加强特种作业人员管理
和工人个人防护用品佩戴等
内容进行了检查。督促企业
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
强安全巡查，有效防范各类生
产安全事故，确保安全稳定。

区应急管理局对复工复产建筑施工
工地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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