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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技术筑牢
疫情防控的“社区防线”

“为爱发声”诵读大赛开始报名啦

本报讯（通讯员包赛依娜）为
持续深化全国文明城区创建，落实
落细各项创城指标任务，营造安
全、整洁、文明、祥和的社会氛围，
以优异成绩迎接北京冬奥会，石景
山区八宝山街道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和结果导向，以踏石留印的
力度落实各项工作，从顶层设计到
多项工作相结合，八宝山街道以创
城工作为抓手织密基层治理的“针
脚”。

八宝山街道高度重视新版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和《北京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实施，将
垃圾分类和物业管理两个“关键
小事”列入一把手工程。2019 年
7 月，八宝山街道作为全市第一
批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多次接受
市区检查，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市
里验收。在垃圾分类工作中，街
道通过完善四级联动，依托四个
群体，狠抓四个环节，实现全流程
闭环式管理。利用拆违腾退土
地，在石景山区率先建成再生资
源转运站，解决大件垃圾存放问
题。

八宝山街道还创新垃圾分类
宣传方式，除了发放宣传册、张
贴告知书外，垃圾分类指导员佩
戴移动“小喇叭”定时广播，声音
传播社区每一个角落；线上“云
课堂”定期开讲，垃圾分类知识
覆盖到每一个机关和社区工作
人员；在辖区的 35 个防疫出入
口，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化身为
垃圾分类宣传员；鼓励居民扫码
注册“石分达人”小程序，通过垃
圾分类打卡获得积分，目前辖区
石分达人累计已注册 6 千余人。
从“要我分”到“我要分”，街道通
过完善设施、源头减排、加强执
法、宣传引导、积分兑换奖励等
措施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的行
动自觉。

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和创建文明城区工作实际，八
宝山街道开展了“文明健康我先
行”系列活动和爱国卫生运动。
组织地区6000余群众广泛参与爱
国卫生月活动，持续推出烟头、小
广告换鸡蛋香皂活动，激发群众
积极性。4 月 18 日，石景山区领
导、八宝山街道机关人员一起参
与到“防疫有我、爱卫同行、人人
参与、共创文明”爱卫月活动中，
和地区老街坊们一起栽植月季、
美化家园。八宝山街道遵循“创
城工作与爱国卫生运动相结合；
党员报到和群众参与相结合；常
态化清理与集中清理相结合；扫
除活动与舆论宣传相结合”的四
结合思路，把绣花精神贯彻到专
项行动全过程，做好关键时期的
环境秩序整治。

强化阵地建设。与驻区文化
央企中国华录集团进行合作，采
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群众参
与”运营模式，高标准打造了精神
沁园·红色文化基地。基地集合
街道级综合文化中心、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党群活动中心等功
能。依托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和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
文明实践活动，形成了一批具有
影响力和示范效应的文化活动品
牌。联合中华志愿者协会文化艺
术委员会已成功举办了七届“送
福进万家”活动。第三届“道心
声，抒情怀”朗读者比赛吸引各界
人士踊跃参与，网上观看人次近
40万。以弘扬家国情怀为主要内
容，打造了“五个红色”主题系列
活动，“七个一百”迎70周年国庆
活动得到了地区群众的一致好
评，单个活动短视频在“抖音”平

台的点击量达到20万余次，激活
了地区群众家国情怀的“神经末
梢”。强化载体建设。新增了以
文明风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保护未成年人等为主题的形式多
样的展板、横幅、地插、灯笼宣传
品，重要街巷新增多处百米文明
城区主题文化墙，确保地区文明
公益广告驻足即观、抬眼即看。
结合社区特点，率先在四个社区
打造以文明城区、绿色环保、邻里
和谐、家风家训为主题的“特色文
化楼门”，并逐步在各个社区推
广。开设2个街道级微信公众号，
利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寻找
社情民意的“最大公约数”，传播
新思想、引领新风尚、激发正能
量，着力讲好八宝山故事，更加响
亮传播文明城区声音。

下一步，八宝山街道将继续
提高认识，不断加强综合协调效
能。发挥好街道综合协调作用，
落实好垃圾分类条例和物业条
例，统筹好垃圾分类和物业管理
两个“关键小事”，加强对物管会
的指导，在垃圾分类设施完善、源
头减排、加强执法、宣传引导等方
面持续发力，形成社区和物业共
下“一盘棋”的工作新局面，共同
解决老旧小区热点难点问题。充
分发挥党建协调委员会作用，调
动整合地区文化、人力等资源，利
用驻区单位专业优势服务于街道
创城工作。坚持创城为民，让群
众有更多获得感，让群众“叫好”，
向问题“叫板”。结合“接诉即办”
要求，刨根问底解决群众的操心
事、揪心事、烦心事。通过电话
听、入户访、网格巡、信访问、代表
谈五大渠道，建立“群众意见直通
车”机制，未诉先办，持续改善辖
区环境，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为抓手，
加强宣传动员，线上线下宣传并
重，以冬奥会、爱国主义和文明创
建为主线策划精品活动，让文明
风尚入眼入脑入心。包赛依娜

宣传引导突出实效
多项举措推动垃圾分类

“组合拳法”美化环境
绣花精神贯穿专项行动

文化为核强化载体
阵地先行引领文明风尚

本报讯（通讯员田甜）近日，
八角街道建钢南里社区东、西两
院全面启用人脸识别+体温检测
门禁系统，不但可以实现戴口罩
刷脸进门，还能对未戴口罩者发
出语音警报，全程无接触测温，
建钢南里社区的居民不用再为
以上问题而烦忧了，识别加测
温，五秒即可通行。

新版智能门禁通过一枚小
小的芯片掌握居民姓名、照片、详
细居住地址、联系电话等各类信
息。新增的人脸识别+体温监测
门禁方式在防控时期，既改善了
纸质出入证在使用过程中易造成
磨损或者丢失的弊端，还一定程
度上避免了使用公用纸笔所带来
的直接接触操作，降低和避免接
触交叉感染病毒的可能性。

智能门禁的智能之处，还在
于居民无需摘掉口罩，便可识别
身份。另外门禁系统还可设定
报警装置，来检测出入人员是否
佩戴口罩。如果人员未戴口罩，
则会发出语音警报。与此同时，
在旁值守的社区工作者将提醒
人们及时戴好口罩，从而降低病
毒传播的风险。

实名制录入,进出时限因人
制宜。为了智能门禁能顺利安
装，本社区居民出入无误。社区
工作人员前期依托摸排数据，在
居民前来办理智能门禁时再次

确认信息进行了后台常住居民
实名制录入。对于外来租户入
住情况，系统设置了租户租住截
止日期，时间一到刷脸自动失效
无法进入小区，新租户要到社区
信息录入方能进入小区，有效解
决了外来租户人员复杂登记不
及时的情况。此外，针对老旧小
区外来车辆停车较多的情况，实
行车牌号识别管控，确保了本小
区居民停车权益，减少了居民因
此产生的投诉，维护了小区的和
谐稳定。

社区党委书记屈璠表示：
“建钢南里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
区，东、西两院共有楼房 7 栋，常
住居民1032户3000余人，加装智
能门禁后为社区疫情防控提供
了简单、实用、高效的技术支持，
实现了科技防疫。”

下一步，建钢南里社区将智
能门禁系统后台数据嵌入到智
能感知城市治理系统，实现人房
信息的网络化实时管理。工作
人员通过智能系统实时掌握社
区内区人员变化情况、人口流动
数据、特殊人群需求、消防安全
情况等，大大提升社区精细化管
控水平，让“信息孤岛”成为数据
集成、资源共享、高效安全的“数
字大厦”，给居民生活提供更多
样的便捷精细服务、更有力的安
全有序保障。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阅读新风
尚。石景山区图书馆根据“阅读北
京——2020年全市诵读大赛”活动
要求，在本区范围内举办“为爱发
声”诵读大赛。

活动秉承“广度覆盖 高度参
与”的原则，广泛邀请和鼓励热爱
阅读或有诵读特长的读者参与本
次比赛，打造浓郁的“书香石景山”
的文化氛围，丰富读者文化生活，
为石景山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体
系示范区助力。

一、奖项设置
本次比赛设个人组与家庭组两

个组别，最终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
奖、原创美文作品奖。

二、参赛要求
1.个人组参赛选手年龄均须在

13周岁以上。
2.家庭组不限于亲子组合，参

赛选手人数为2至6人，其中最小选
手的年龄须在6周岁以上。

3.每位选手只可选择个人组或
家庭组一个组别参赛。

4.参赛作品时长须在 3 至 5 分
钟，以视频形式提交，格式不限，每
人/每组仅可提交一个作品参赛。

5.所选文章内容可围绕“抗击
疫情”、“为爱发声”、“伟大祖国”、

“美好生活”、“魅力故乡”、“阅读与
成长”“经典诵读”等关键语句选
取，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弘扬正
能量，内容积极向上。

6.诵读文本体裁不限，鼓励诗

歌以外的其他体裁。
（七）参与原创美文作品奖的文

章需围绕大赛主题，适合诵读的表现
形式。文章内容积极向上、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体裁不限，字数不限。

三、参与方式
1.个人组与集体组参与选手按

要求填写诵读报名表
2.参与原创美文的选手填写“原

创美文作品报送表”
3.请将报名表以及参赛视频、原

创美文稿件于8月14日（周五）前发
送至邮箱 sjstsg@163.com,邮件标题
请注明“为爱发声诵读大赛”字样。

4.咨询电话：88921819 联系
人：王老师 桑老师

具体表格下载请关注“石景山
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相关微信。

本报讯（通讯员孔存娣）7月
16日，一名老人在八角西街独自
行走时不慎摔倒，头部出血严
重，社区老街坊们和房屋中介工
作人员看到后立刻上前询问并
展开救助。老人由于受伤加上
天气太热，刚开始无法准确说出
家人联络方式。大家只能一遍

遍耐心询问，不断安抚老人的情
绪。待老人恢复意识并想起家
人的联系方式后，大家立即与老
人家属取得了联系，并始终陪在
老人身边，为其打伞遮阳，倒水
擦汗。约十分钟后救护车赶来，
大家又一起协助医生将老人抬
上救护车才离去。

老人不慎摔倒 老街坊伸手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