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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

党建引领铺底色党建引领铺底色 城中新村入画来城中新村入画来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党建赋能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半壁店村通惠河畔党群服
务中心的不少党员干部从小在
村里长大，从村头到村尾、从河
边到森林，哪块地段适合搞餐
饮、哪座园子适宜做文创，大家
掰着指头就能数清。

“我们半壁店行政村下辖5
个自然村。辖区现有党员616
人，分布在村子的各行各业。”
党群服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参与到半
壁店村的美丽乡村建设中，大
家首先怀着一股浓郁的乡情和
一腔豪迈的热情。

对半壁店村党总支的党员
干部而言，发展过程中的措施
是否科学合理，关键要看能否
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
益。只有村民口袋先鼓起来
了，市政建设经费才会逐步充
裕，进而实现美丽乡村的可持
续发展。

在半壁店村及周边走访
时，中国城市报记者看到许多
国内知名的文创企业都已入
驻，一些温泉酒店、特色餐饮也
为这里的文旅产业发展打下良
好的硬件基础。

虽然现在半壁店村已形成

高端化、个性化的文创文旅产
业园区，但此前，这里曾因规划
无序、管理失控、集体经济收入
微薄而导致不少年轻人远离家
乡、外出务工。

“很难想象，这种现象就发
生在北京朝阳经济圈周边。”有
半壁店村的党员干部回忆说，

“但它确实曾存在多年。当时
半壁店村多以木材石材、服装
食品等加工业，以及仓储物流、
流动人口出租大院等低级次产
业为主，企业、门店运营粗放，
没有产业定位可言。村内土地
亩均年收入仅为1万至5万元
左右。”

2011年半壁店村争取到
新农村建设的利好政策后，开
始着手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
结构，从村域发展现状和特点
出发实施“腾笼换鸟”战略：在
通惠河畔项目区，以文创传媒、
大型企业总部基地为主的文化
创意产业综合体逐步成型；在
西店记忆项目区，以“互联网+
影视传媒”为主的跨界融合产
业小镇建设不断推进；在半壁
店1号项目区，以“平台+资本”
运营模式为主的人文生态培育
空间日益完善。此间，不少年
轻人也回村参与创业就业，共
享党建引领带来的发展机遇。

党的十九大以来，半壁店
村党总支围绕党建引领、产业

发展、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和社会治理等五方面，探索形
成一批创新工作法，并积极运
用到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具体
实践中。

谈到其中最具特色的做法
时，不少企业家认为，当属推行

“党建服务包”的举措。特别是
疫情防控期间，半壁店村通惠
河畔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
入走访，了解企业需求、探寻发
展难点，精准制定帮扶措施，有
效助力企业渡过难关。

党建提质
强化人居环境治理

在半壁店村街头，嬉戏的
孩童、买菜的阿姨、下棋的老
者，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生活场
景图。半壁店村村委会一位负
责人向中国城市报记者介绍，
眼前一栋栋极具文化特征的建
筑多是居民住宅楼，“我们希望
构建区位上统一、风格上相异
的社区，使辖区5个村庄在视
觉效果上也体现出‘一村一品’
的定位。”。

查阅半壁店村村史资料可
见，当地曾被称为“四无村”：虽
是农村，但无农业；虽有农民，
但无耕地；虽农转居，但无工
作；虽想发展，但无空间。此
外，铁路多、公路多、高压线多、
征占地矛盾多等人居环境问
题，也让该村老一辈党员干部
在民生改革上难施拳脚。

据了解，半壁店村属于老
旧农混地区，民宅建筑老旧密
集，私搭乱建、私自圈地、房前
屋后堆物堆料现象严重；市政
管线年久失修，堵塞问题严重，
汛期道路积水、雨水倒灌，严重
影响居民正常生活。此外，半
壁店村所辖的西店村更因为历
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客观原因，
导致2009年被列为北京市50
个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之一。

秉承不回避、不遮掩、不推
脱的工作原则，半壁店村党总
支的党员干部们深入群众，什

么问题急先解决什么问题，哪
些矛盾深先处理哪些矛盾。靠
着扎实的理论工作和严谨的工
作作风，他们渐渐赢得当地村
民的理解和支持。

半壁店村村民老赵最开始
也对村里搞拆迁、盖新楼的做
法很反对：“过去我总觉得自家
的老房子住得最舒服、用得最
顺手。所以，当时村委会工作
人员反复来做工作，我一直不
同意。”让老赵最终改变主意
的，是村委会负责人经常来跟
他拉家常、谈远景、说政策。“经
过深入的沟通交流后，我终于
明白，幸福的居住环境不仅仅
是有地方住，还需要配套的基
础设施、便利的交通工具、优质
的生态环境和长远的发展前
景。”老赵说，“这也是为子孙后
代谋福利啊！”

旧貌换新颜后，各村党支
部还根据自身特点开展了人居
环境和功能提升工作。例如，
西水南庄平房区与中央美院师
生共同打造“艺术半壁”，实现
从形象美到人文美的转变；西
店村修筑了一站式综合服务中
心，除了提供基本市政服务功
能外，还增设了道路与安全数
字监控中心、图书馆、瑜伽室、
运动场和北京市首所村级幼儿
早教培训中心。

“一站式、一公里、一体化”
的生活圈为当地村民打造了良
好的品质生活样板。当中国城
市报记者问及村民，党建引领下
最大的提升为何时，大家纷纷表
示，提升的是生活质量，是满满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党建融合
推进文明新风建设

产业基础稳固、人居环境
提升后，摆在半壁店村党总支
和各级村委会面前的是如何树
立良好文明乡风这一课题。

此前，由于经济相对落后，
部分村民缺乏健康的精神追
求，婚丧嫁娶观念落后，陈规陋

习普遍存在。同时，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对村民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教
育、培养不够。

随着村集体经济逐渐发展
起来，半壁店村党总支的党员
干部们意识到在帮助村民住上
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后，还要宣
传新思想、促进他们养成好习
惯，因为精神文明是美丽乡村
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和软件
基础。

为了加强文化阵地建设，
半壁店村党总支以群众需求为
导向、以活动载体为抓手，修筑
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讲堂、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史馆和党
群服务中心，定期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乡风文明建设等各类
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场所被北
京市委组织部评为市级现场教
学点；半壁村村史馆也被评为
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党群文化墙、家风家训文化墙
正成为半壁店村传播社会正能
量的优秀载体，专供村民操办
红白喜事的“喜寿堂”“怀恩堂”
等场所也在潜移默化中引导旧
风俗飘出新味道。而村里定期
开展的“美丽家庭”“美丽街巷”

“美丽商户”等评选活动，更是
树起了一批叫得响、立得住的
模范典型，引领了“德美、人美、
心灵美”的道德风尚。值得一
提的是，逢年过节，半壁店村京
剧社、小车会、舞龙队等27支
特色文体队伍还多次代表高碑
店乡参与市、区重大赛事。这
些都充分展示了半壁店村人向
上向善的精神面貌。

数十年谋发展，行长路怀
初心。站在新的百年赶考路
上，半壁店村党总支的党员干
部带领村民蓄势待发，提出将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通
过整体化建设和品牌化经营，
全力建成更加和谐宜居、富有
活力、独具特色的半壁店村，进
一步推动当地实现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双丰收。

每当夜幕降临，北京市四惠枢纽南路一侧的通惠河畔就成
了市民、游客的观景胜地。河对岸一排排仿古建筑、特色装饰、
参天大树，在五彩缤纷的光影映射下，显得婆娑多姿、引人入胜。

跨过村和企业一起建设的“同心桥”，进入打造了通惠河风
情水岸一条街的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中国城市报记者深
感，这座离北京CBD金融商务区不远，有着千年历史的美丽古
村，除了拥有风情水岸外，更有规划统一、风貌独特的文创园、住
宅区和商业街。

半壁店村的发展模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该村也是
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定点学习示范村。11月
中旬，半壁店村党总支、村委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讲述了该村在党建引领下，由过去的“老破旧”到今天
美丽新家园的蝶变之路。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特色风情水岸一条街坐落在通惠河畔。半壁店村党总支供图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通惠河畔党群服务中心大厅。
王 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