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多杆合一” 打造“智慧道路”
本报讯（记者 席瑞媛 通讯员 董

慧莹）近日，一些市民在途经妫水北街
一中路口时发现，这里的路灯灯杆与
城区其他路灯灯杆不太一样。原来，
这些不一样的灯杆是我区刚刚新建的

“智慧灯杆”。
10 月 20 日，智慧路灯“多杆合一”

项目启动。区市政设施管理中心根据
一中路口各类杆件设立现状，结合道
路交通实际情况，在此处新建 4 组智
慧灯杆，并将路灯、信号灯、交通监控、
交通标识牌等进行并杆。“身兼数职”
的智慧灯杆上岗后，路口原有的 13 根
杆体将减少为 4 根，各类配电箱随之
精简，有效节约了土地资源和空间，为
市民提供了安全、整洁的城市环境。

10 月 31 日，记者实地采访看到，4
组智慧灯杆已经安装完毕，路灯、信号
灯、部分交通监控完成并杆，技术人员
正在为照明杆体安装网关、调试网络。
根据项目实施计划，技术层面工作已
于 11 月 2 号完成，冗余杆件拆除工作
于 11月中旬完成。

“智慧灯杆”如何实现智慧化？带
着疑问，记者采访了区市政设施管理
中心养护队副队长申强。他介绍说：
技术层面工作完成后，智慧灯杆可根
据人流量、季节变化、天气状况及环

境光强度等进行灯光调节，实现智慧
照明、节能减排。更重要的是，在建
设照明杆体时，预留了环境监测、公
共安全监控、公共广播、一键呼叫、井
盖监测、垃圾桶监测、漏电监测、积水
监测、大屏幕展示、公共无线 WiFi、移
动通讯基站、充电桩等多种地面设施
的搭载空间。这意味着，后续可随时
在现有杆体上安装相关设施，避免反
复开挖道路现象出现，真正实现一次
建设，长效利用。

除了硬件上实现整合，智慧灯杆
在数据汇总方面同样具备优势。该灯
杆具备交通信号灯、视频监控等智能
设备供电与网络接口，可以通过智慧
网关将智能设备数据接入后台系统，
形成一套标准的物联网全面感知及管
理体系，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数据
支撑，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一中路口智慧路灯‘多杆合一’
达到预期效果后，我们会围绕中心区
域逐步推进此项工作，以妫水街、东外
大街、高塔街等重要道路为重点，展开
调查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全面实施推
广，为智慧城市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申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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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首批119株古老果树完成就地保护
本报讯（记者 王萌 通讯员 李

雪娜）10月 27日，古老果树保护现
场动员会在大庄科乡慈母川村召
开，进一步提升大众保护古老果树
的文明意识，动员全社会参与保护
古树名木行动，为古树名木创造健
康、安全的生存环境。

活动中，区园林绿化局种苗花
卉产业服务站代表与大庄科乡相
关负责人共同为慈母川村前百年
山楂树挂牌，随后向护林员发出古

老果树保护倡议书，号召大家共同
争当古老果树保护的“宣传员”“捍
卫者”“践行人”，保护古树名木，赓
续中华文脉。

今年，区园林绿化局首次开
展延庆“古老果树保护”工作，制
定了《延庆区 2023 年古老名特果
树 就 地 保 护 建 议 书》《延 庆 区
2023 年果树种质资源保护项目
养护管理方案》，首批完成 119
株珍稀古老果树“一树一档”初

稿的整理，并在国有林场建设延
庆区果树种质资源圃 60 亩，收
集地域特色鲜明，历史文化属性
突出的延庆国光、延庆香槟子、
延庆香白杏等特色地方品种进
行移栽或嫁接迁地集中保护。
为北京果树产业提供翔实数据
支撑，为新时代果树资源创新发
展奠定基础。

区园林绿化局种苗花卉产
业服务站副站长王岩岭说：“今

年，我们完成首批古老果树‘一
树一档’初稿整理和就地保护，
我们将继续开展延庆区古老果
树调查、收集、保护工作，并将

‘古老果树保护’工作纳入到林
长工作中。我们也希望通过举
办本次活动引起社会各界对‘古
老果树’的关注，共同参与到保
护古老果树工作中来，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为子孙后代留下
宝贵财富。”

首都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院延庆分院挂牌
本报讯（记者 韩洁 通讯员

李雪娜）近日，首都生物多样性保
护研究院延庆分院揭牌仪式在北
京世园公园举行，校地双方将发
挥各自优势，努力将首都生物多
样性保护研究院延庆分院建成国
际一流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平台，
积极服务延庆区绿色生态产业发
展需求，为建设“生物多样性之
都”“种业之都”提供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

首都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院
延庆分院挂牌，标志着院地双方研
究基地正式建立，为共谱人才培养
合作的新篇章，构建产学研融合式
发展的路子，有效推动区园林建设
事业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双方将进一步围绕学生培养、人才
交流、科研协助、平台共享等领域

开展务实合作。
“未来，我们将对于整个生物

多样性的过程驱动力以及它的发
展趋势进行研究，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要把相关的生物多样性的保
育技术，在延庆分院来进行推广
示范，并且扩展到整个北京区域。
此外，结合当前形势，研究生物多
样性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了
解社会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
后，才能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
性。”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
护学院副院长张振明说。

今后，延庆区政府将与北京
林业大学本着“平等互惠、合作共
赢”的原则，在此前战略合作的基
础上，继续发挥各自优势，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全面深入开
展校地合作。此外，首都生物多

样性保护研究院延庆分院以服务
生物多样性保护、高质量推动生
态涵养区生态保护、京津冀协调
发展等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充
分发挥北京林业大学重大科技平
台、一流科研团队等资源优势，利
用世园公园场地优势，形成“园林
绿化局主导+北京林业大学技术
支撑+世园公司提供平台”的合作
模式，致力于解决生物多样性保
护体系、自然生态系统建设、生态
屏障和水源保护地建设、生态系
统碳汇功能提升和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重大理论与技术问题，破
解生物多样性治理难题，形成具
有北京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
究理论和技术体系，建成一流生
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平台。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

近年来，北京加大生态环境建设，
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为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
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世
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
一。延庆区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
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五年全市第
一，动植物资源丰富，在首都乃至
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工作
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肩负着重
要责任。

下一步，区园林绿化局将继续
推动与北京林业大学在林果花草
种业创新、林果花草产业转化以
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等各项
重点工作，持续与北京林大各领
域专家合作交流，助力首都高质
量绿色发展，共同开创生态文明
发展新局面。

合规电动三轮车11月1日正式上路

本报讯（记者 韩洁 通讯员 乔
建）自 11月 1日起，北京市邮政寄
递、园林、环卫三个民生服务行业
使用的电动三轮车陆续更换为合
法、正规的纯电动正三轮载货摩托
车，使用这些车辆的驾驶人必须考

取摩托车驾驶证，确保做到上路车
辆“人持证、车上牌”。

新政实施第一天，在我区夏都
公园内，园林工作人员正在擦拭新
更换的合规三轮车，装好车牌后，
这批车辆将正式投入使用。

“根据市专
班淘汰违规电动
三 四 轮 车 的 规
定，延庆区园林
绿化局管理中心
高度重视，积极
响应此项工作，
目前我们 12 辆
合规三轮车已全
部到位，同时，我
们要求司机持证
驾车，佩戴国家
认 证 的 安 全 头
盔。”区园林绿化
局管理中心负责
人康立润说。

据了解，为
净化本市道路交
通环境，维护道
路 交 通 安 全 秩
序，今年 8月，我
市 七 部 门 联 合

发布《关于加强违规电动三四轮
车管理的通告》（以下简称《行业
通告》），明确规定从事邮政寄
递、园林绿化、环卫等民生服务行
业的电动三轮车，车辆应为经国
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

产，纳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
及产品公告》，取得《机动车整车
出厂合格证》，使用纯电驱动，性
能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的正
三轮载货摩托车。同时，《行业通
告》对行业使用电动三轮车核发
号牌作出明确规定，涉及民生服
务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应根据行业发展
特点和发展需求，制定行业使用
电动三轮车管理办法，明确登记、
管理、使用等规定。

“前期我们对行业内工作人员
进行了 15 场培训，目前已经全部
培训完成。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强
电动三轮车无牌无证、违法载人、
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
力度，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延庆公
安分局交通支队安监中队副中队
长李晓健说。

为确保民生服务行业如期更
换合规车辆，延庆区积极组织行业
单位，有序推进购置合规车辆、办
理车辆注册登记、开展驾驶员培
训、申领驾驶证等工作。截至目
前，已更换合规电动三轮车 713
辆。行业内驾车工作人员已全部
考取驾驶证。

工作人员擦拭电动三轮车工作人员擦拭电动三轮车 韩洁摄韩洁摄

日前，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举办“树品牌 促发展”社会组织风采展示活动，通
过展现乡村振兴、行业协会商会、社工机构、养老助残等类型的品牌社会组织风采，
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为全面建设最美冬奥
城、推动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席瑞媛摄影报道

“以前我吃了没文化的亏 我要做村里的‘领读人’”
大榆树镇高庙屯村束忠琴获评 2023年“乡村阅读榜样”

本报记者 韩洁 通讯员 郭缘宁

“我一定让我的孩子多读书，
村里的孩子多读书。让身边的村
民都有书看，爱看书！用知识的力
量带给人们幸福。我希望我发出
的这点光，也能帮助人们照亮未
来。”大榆树镇高庙屯村宣传文化
组织员束忠琴坚定地说着。

今年 9月 19日，由中共中央宣
传部、农业农村部共同主办，农民
日报社承办的 2023 年“发现乡村
阅读榜样”评议会在京举行。束
忠琴获评 2023 年“乡村阅读榜
样”，全市唯一。

束忠琴早早出来打工，开过花
店，干过童装店，看店之余，她总
是抱着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总
是觉得书很薄，但好像装满了整
个世界。“小时候没条件读书，长
大了，要把能学的都学了，能看的
都看了。”回忆起当年，束忠琴眼
里闪着细碎的光，她说：“我觉得
书有神奇的魔力，能挖掘人的潜
能，读书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以

前我吃了没文化的亏，现在我要
做村里的‘领读人’。”

2001年，束忠琴嫁到了高庙屯
村，为了孩子她从城市回到农村，
她说，让她下定决心要办好书屋的
事，就是她看过城里孩子和村里孩
子的差距，所以她开始推广读书。

2008 年，村里建起了农家书
屋，2009年，作为村级宣传文化组
织员的束忠琴正式成为书屋的

“当家人”。她除了坚持在村里开
展各项全民阅读活动外，她把大
部分精力花在了书屋建设上，每
天都会花费大把时间分门别类整
理图书。她还把自己的电话号码
贴在书屋门外，想借书的读者可
以随时给她打电话，方便村民阅
读。在别人看似繁琐枯燥的工
作，束忠琴却乐此不疲。

书屋虽然简陋，却朴素温馨，
很快就成了村里孩子的阅读乐园。
但由于整体面积不大，只要来看书
的人多了，书桌、凳子就会变得捉
襟见肘，“没有一个良好的读书环
境怎么行？”看着孩子们徜徉在知
识的海洋里，束忠琴暗下决心，一

定要把图书室办得越来越好。
经过多次与镇政府和村委会沟

通协调，书屋重新进行选址并规划
布置，设置了休息区、阅读区、饮水
区、充电区等功能区，曾经阴暗的小
屋摇身一变，成了宽敞明亮的大屋。
曾经简陋的书屋正式更名为——高
庙屯村图书室，书籍也从 1700多本
增加到 3045本，图书种类包括农业
类、养殖类、科技类……

如今，规整、洁净、明亮、舒适
是村民对高庙屯图书室的直观印
象。墩地、清理书架灰尘、放置新
书、收拾读者阅读过的图书并归类
整理到书架……这是束忠琴每日
都会重复干的工作。

“咱们高庙屯村图书室的书籍
种类挺多的，阅读环境也非常好，
有我感兴趣的烹饪和农技种类的
书籍，让我在闲暇之余能够学到很
多有用的农业知识与生活技能。”
高庙屯村村民刘付荣说。

图书室的发展给村里带来了
可喜的变化。在束忠琴采用“重点
撒网”和“广泛捕捉”两手抓的方法
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到阅读、

诵读分享会等各项阅读活动中。
截至目前，已经有 200余场次的活
动在图书室举行。同时，为进一步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大会
召开后，束忠琴第一时间就在图书
室设置了党的二十大精神读书角，
将相关书籍进行摆放，方便党员群
众学习使用。

读书使人进步，农民渴望知
识。束忠琴的梦想就是做知识的
传播者，多年来，她也在为实现这
个梦想不断努力着。村里人都说，
束忠琴是村里的“领读人”，她和书
屋已成为高庙屯的精神标杆，她用
自己的力量让书香飘满田野。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
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成
为我区民生投入的重点领域，而作
为党和政府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惠
民重点工程之一的农家书屋工程，
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
工程，阅读新时代的来临，正在让
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精致美好。

走进大同夭乡，映入眼帘的是平
坦干净的路面、整齐排列的路灯，和美
乡村如明珠般洒落在道路两旁，以蝶
变之姿展现出乡村之美。

几年来，在大榆树镇以及片内各单
位大力支持下，大同夭乡先后在银子河
村修建垃圾焚烧炉、高庙子村新建垃圾
池，保障了垃圾处理终端建设。利用帮
扶资金设置保洁公益岗位、在全乡范围
内投放垃圾桶、建设垃圾存放点……一
系列举措不仅使村庄由“脏、乱、差”向

“净、绿、美”提升转变，全乡农村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还增加了公益岗位带动村
民增收。

不仅仅是大榆树镇，我区发改委、
八达岭文旅集团等 70余家行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与兴和县对口乡村
紧紧连在一起，对口帮扶工作让两地联
系更加密切、合作更加深入、感情更加
深厚，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工作不断取
得新进展、新成效。助力一个个产业单
一、贫困落后的边疆小村，成为产业兴
旺、村美民富的靓丽村庄。

帮扶助残有温度 精准服务暖民心
在 2023年城镇残疾人职业技能培

训班上，一位全神贯注、巧手舞动的大
姐进入人们的视线，不一会儿一个缝
制好的垒球就呈现在人们眼前……

这位大姐叫刘宝霞，是一位来自兴
和县城关镇兴昌社区的肢体二级残疾
人。她在 4岁的时候被医生确诊为马蹄
内翻足畸形，一直靠助行器和轮椅生
活，能够自食其力是她一直以来梦寐以
求的愿望。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务农打
工，也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平时
在家靠手工缝制双面羊绒尼大衣补贴
家用。参加了这次培训班后，刘宝霞开
心地表示：“我这几天学会了缝制垒球，
前段时间参加培训还学会了扎拉花，编
制马鞭等，掌握了一技之长，依靠自己
的能力，增加收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看着这位脸上挂满笑容、身残志坚
的大姐，人们也被她热爱生活的态度深
深感染。

一直以来，残疾人就业就是广受社
会关注的问题，因为身体上的一些限

制，残疾朋友们的就业面也相对较小。
兴和县残联利用延庆区残联帮扶资金
和自有资金，在县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
构组织开展了 2023年城镇残疾人职业
技能培训，进一步增加残疾人经济收
入，提高生活质量，让更多的残疾人朋
友掌握一技之长，依靠自己的能力，逐
渐实现就业创业，摆脱残疾人就业难的
标签。

刘宝霞仅仅是众多残疾人中的一
个缩影。此次培训中，培训班老师就
垒球缝制技术进行授课培训，通过理
论加实践的授课模式详细为残疾人讲
解缝制要点，并进行现场演示、培训，
56名城镇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属就初固
定、线上蜡、缝制、收口、校线五个缝制
过程细心学习，更好更深入地融入社
会生活。

据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的工作
人员介绍说，扎拉花的手工费用偏低，
扎一个 1毛 5，很多人不愿意干，但是残
疾人朋友不一样，他们不嫌费用低，耐
心坐下来编织，10 多分钟可以完成 20
多个。用刘宝霞的话来说：“不怕手工
费用低，就怕没有编织订单，财富是通
过慢慢积累的。”据了解，今年以来，刘
宝霞仅编马鞭的工资收入就有 1200元。

手工编织行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
浸润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人民的勤劳
智慧，在电商平台大力发展的浪潮中，
具有投资少、就业方式灵活、增收见效
快等行业优势，使贫困残疾妇女有事
做、有钱挣，是帮助其脱贫最直接、最
现实、最有效的一条新路子。

“我们希望通过帮扶资金助力残疾
人朋友树立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
精神，掌握一技之长，增强参与社会生
活的能力，为他们就业创造条件，成就
更多需要成就的残疾人朋友。”区残联
副理事长王爱国说。

帮扶兴和，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接
力赛”，当下很多帮扶工作正在有序推
进，3名干部、34名专业技术人才正为兴
和的百姓服务，“京彩西品”等消费帮扶
金秋集中行动正如火如荼，东西部协作
力度不断加大，新征程上的幸福图景正
在徐徐铺展……

延兴同心书写深化东西部协作的时代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