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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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首个“中华慈善日”，9
月5日上午，北京市、天津市、河北
省在中国农业展览馆举办慈善展
示会，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50家慈
善组织通过项目展示、研讨交流、
项目体验等多种方式让社会公众
感受慈善、体验慈善、参与慈善。

活动现场专门设立《慈善法》
宣传区域，以问答的形式展现《慈
善法》的主要内容，并配合智能机
器人互动问答及志愿者现场讲
解， 重点解读和通俗阐释社会各
界关注的法律条款、 群众关心的
热点问题，进一步提高认识、普及
法律。

在现场， 观众还可扫描二维
码参与“慈善我要捐”活动，对5个
项目进行线上捐赠。这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实施后，

首次通过民政部指定平台开展的
公开募捐活动。募捐结束后，募捐
情况和项目实施情况均会向社会
公开。

此外，北京邮政专门为“2016
慈善北京周” 设计了主题纪念封
于9月5日发行。 北京邮政专门在
慈善展示会的现场设立了 “2016
慈善北京周临时邮局”，朝阳邮政
为展会提供加盖纪念邮戳、 临时
邮局日戳和邮件寄递等现场邮政
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 场外活动也
十分精彩，京津冀三地 100多家
慈善组织的办公场所和项目体
验点面向公众开放 ， 市民可以
通 过 慈 善 地 图 的 指 引 走 进 身
旁的慈善组织 ， “零距离” 接触
和体验慈善项目，感受慈善文化。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挂甲峪村家家过上好日子
昔日荒山变森林

□本报记者 马超
“荒山野岭鸟不栖，有女不嫁

挂甲峪。”“羊肠路、荒山头，吃水
更是贵如油。” 这是改革开放前，
平谷区大华山镇挂甲峪村的真实
写照。

如今， 挂甲峪村周边是郁郁
葱葱， 瓜果挂满枝头。 在满眼绿
色的掩映中， 一座座别墅林立 。
挂甲峪集体经济实力强大， 村集
体总资产达到3亿元。 依集体经
济为依托成立的北京市天甲旅游
开发集团， 下辖6家子公司， 通
过产权改革和公司化运作， 经营
业绩稳步提升， 集体产业迅速壮
大起来。 现在村里有112户人家、
400多口人， 家家都住上了生态
小别墅， 采暖用太阳能、 做饭用
煤气。

今年两学一做开展以来，村
中又发生了许多变化。村中漫步，
家家户户门前挂的“‘四包’责任
制”的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

垃圾桶入户
村庄更干净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动
开始后， 村党支部就提出了 ‘四
包’共建责任制，党员干部作为责
任人，分片区，引导村民主动包门
前卫生、绿化、秩序和文明，给村
里营造一个好环境。”挂甲峪村两
委委员李晓玲告诉记者， 这只是
村党支部落实“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活动的行动之一。

挂甲峪村家家户户开农家
院，已经小有名气，周末游客络绎
不绝。农家院管吃管住，游客在这
里吃、住、玩，难免会产生很多垃
圾，但在挂甲峪村，记者竟然看不
到垃圾桶。

“垃圾桶都搬个人家里去了，
为了整个村子整洁好看。”挂甲峪
村村民付长国说。

把垃圾运进家？ 这一反常态
的行为让记者好奇。付长国介绍，
以前大垃圾桶都摆在各家的门

口，厨房潲水、生活垃圾、剩菜剩
饭等都会倒进里面。“有猫狗去翻
动垃圾桶，便搞的到处都是臭味，
游客对此投诉很多。”

游客的投诉严重影响了整个
挂甲峪村的旅游形象。 怎么办？
“把各家的垃圾桶搬进自己院里
吧 ， 各家负责清理 、 封闭好 。”
开会时， 有党员提议。 垃圾桶入
户的确能解决问题， 但谁又愿意
把脏乱腥臭的垃圾往自己家运。
“当时有村民不乐意， 于是党支
部提议党员先带头， 然后发动、
劝说周边群众。” 付长国就是带
头人其中的一员， 他把门前三个
大垃圾桶搬进了自家院子， 当起
了 “清洁工”。

随后， 他和村党支部的党员
们一起， 开始了一场浩浩荡荡的
思想运动， 挨家挨户劝说把垃圾
“运进屋”。“有些人开始不听劝，
但看到别的农家院因为环境改
善， 游客投诉率低了， 更受欢迎
了，挣的钱多了，也主动把垃圾桶
搬进院内了。”由此，挂甲峪村的
垃圾桶都被藏到了家里。

为了更好的维持环境整洁 ，
村党支部又创立了 “四包” 共建
责任制。 今年6月， 挂甲峪每家
每户门前都挂上了 “四包” 的红
牌子， 牌子上标明了户主和片区
责任人。

客源共享
困难群众不再愁

“党员干部是片区责任人，负
责引导、劝解，户主要主动包门前
卫生、绿化、秩序和文明，给村里
营造一个好环境。”李晓玲介绍。

今年66岁的李淑英和67岁的
老伴一起经营农家院多年， 近年
来，老伴得了脑梗，自己的身体也
大不如前。 农家院接待餐饮的业
务停了，只留了住宿。“不能管饭，
客流量明显减少。”

正在李淑英为日渐减少的客

流量和收入发愁时， 村党支部送
来了福音。

今年6月，李淑英接待了一批
意料之外的客人。“巷子头的杜爱
华带8、9个客人给我，说在我这里
住，在她家吃饭，让我收一下住宿
费。”之后的日子，意料之外的客
人会时不时的来到李淑英家里。

“这是村党支部的一项号召，
让客源多的农家院把多出来的客
人优先介绍给劳动能力比较弱的
村民， 他们可能做不了饭， 但能
赚住宿的钱。” 李晓玲告诉记者，
在挂甲峪， 像李淑英一样的农家
院户主接近10户， 他们都享有此
待遇。

火山温泉
村经济增长新引擎

今年， 挂甲峪村最大的一个
亮点是开发了火山温泉。

村党支部书记张朝起告诉记
者， 对于新开发出来的火山富硒
温泉， 挂甲峪将以温泉产业开发
为龙头，带动相关衍生产业发展，
如开办富硒矿泉水厂、 建造基础
配套设施如儿童 “水上乐园”、发
展温泉药浴、 研制富硒果酒、 培
植富硒林果 （以富硒桃为代表）、
种植富硒蔬菜、 养殖富硒鱼类，
形成富硒长寿产业系列产品。 同
时加强温泉洗浴的经营管理， 形
成一个完整完善完美的温泉生态
产业链，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的生态经济、产业经济、温泉
经济。

“去年， 村人均收入达到3.2
万元， 今年有望达到3.5万元，明
年争取达到5万元。”张朝起说。

安贞居民中秋前夕学做“吉利灯”

近日， 为迎接第12届安贞社
区中秋灯会，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 “灯笼黄” 传人马海捷亲手教
授社区居民如何制作 “吉利灯”。

据了解， “吉利灯” 以植物
“蒺藜狗子 ” 为创作原型 ， 由
“灯笼黄” 第四代传人马海捷的
太姥爷黄毓璋创作而来。 这种形
似 “蒺藜” 的漂亮花灯， 取谐音
“吉利 ” 二字 ， 意祝大家都能
“沾点吉利”。

“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把这
门技艺传授给更多的人， 不应该
因这门手艺是家族的就有所保
留 ， 我觉得最好的保护就是传
承， 让更多的人会做， 这门手艺
就不会失传。 希望能有一天带着
吉利灯走进社区 ， 走进校园 。”
马海捷告诉记者， “我愿意无偿
的教更多的人做吉利灯， 让每个
家庭都沾点吉利。”

如今， 马海捷的愿望在安贞
街道得以实现， 30名社区居民在
马师傅的带领下， 一板一眼的学
习起传统花灯制作技巧。 安贞社
区灯会已有12年历史， 安贞社区
居民也早已习惯了每年创新制作
花灯 ， 而今年制作传统 “吉利
灯” 尚属首次。

记者了解到， 此前历届灯会
都以 “绿色环保 和谐 ” 作为花
灯的制作主题， 今年增加了传承
民俗传统文化的元素。

今年， 安贞街道的中秋灯会
将于9月14日、 15日两天， 在安
贞西里社区举办。 届时除了展出
“吉利灯” 外， 历届灯会的精品
灯、 冬奥主题灯、 漫画主题灯、
猜灯谜、 传统民俗文化手工艺体
验、 民俗小吃品尝和文艺演出都
将悉数亮相， 成为安贞社区居民
欢度中秋的好去处。

朝阳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9
月4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课
改成果展示会， 通过多彩课堂、
奇幻空间、 京腔京韵、 励志歌曲
等板块和炫目变幻的舞台背景，
向全体师生和家长展示了该校近
年来在 “幸福教育” 课程体系改
革创新方面取得的成果。

本次活动以 “梦开始的地
方———自然成长 幸福绽放 ” 为
主题， 演出内容全部来自于课堂
学习以及学生社团活动， 既是师
生的原创作品、 教学成果的真实
呈现， 也是学校课程改革成果的
阶段性体现， 6个校区 （包括贵
阳校区） 的1700多名学生登台演
出。 总导演为北京奥运会闭幕式
执行总导演 、 著名编导家陈维
亚， 他也是该校的学生家长。

从2010年开始， 朝阳区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启动课程改革， 现
已初步形成以 “幸福教育” 为理
念的课程体系， 共开设67门选修
课， 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可自主

选择课程及任课老师。 “课程是
学生幸福的食粮 。 改革创新表
明， 课改是打开 ‘幸福教育’ 之
门的一把金钥匙。” 朝阳实验小
学校长陈立华表示， “新学期伊
始， 学校将通过科学、 多元的课
程设置， 走班定制的授课方式，
让学生自主选择， 为学生的幸福
人生奠基。”

小学课改成果登陆北京工体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通过项目展示 让公众体验慈善

郑州工会“量身帮扶”困难职工
健全完善困难职工档案， 做

到一户一档、 一户一策、 因困施
策、 精准扶困……近日， 《郑州
市工会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实
施方案》 出台， 为扎实推进困难
职工解困脱困工作， 确保困难职
工同步迈入小康社会开出了精准
帮扶 “良方”。

郑州市各级工会要按照困难
职工建档标准 ， 按照 “三双 ”
（双入户、 双公示、 双签字） 的

程序， 全面核查困难职工家庭的
人员组成 （以户口簿为主）、 家
庭资产和家庭收入情况， 符合建
档标准的保留， 不符合标准的退
出， 准确界定解困脱困对象。 深
入分析城镇困难职工的致困原因
和个体需求 ， 找准解困脱困措
施， 户策对接， 建档立卡， 做到
一户一档案、 一户一计划、 一户
一措施， 因户施策， 分类帮扶。

据 《河南工人日报》

■他山之石

“两学一做”

见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