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学一做”

见新风

10月29日， 随着启动球的成
功点亮，朝阳区2016年“参与社会
实践，争当六星少年”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在八里庄街道正式启动。

仪式现场， 与会领导为社区
“六小”志愿者授旗，鼓励他们以
文明为旗、以道德为帜，希望他们
用自身行动感染身边的人， 传播
文明理念。

“六小”志愿者即社区小楼门
长、 文明小引导员、 文明小宣传
员、环保小卫士、爱心小使者、家
庭小孝星。 小志愿者将在接下来
六周的活动中， 参与发放邻里文
明公约、宣传垃圾分类、倡导文明
出行、捡拾社区中废弃物、回收废

旧物、 力所能及的孝行六项主题
文明行为实践， 邀请社区居民进
行线上加油点赞。

相关负责人表示， 参加首批
活动的20个街乡 ，1000名小志愿
者，将走进10000户家庭，开展至
少10万次主题教育社会实践。下
一阶段，社区“六小”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将推广到其余街乡， 实现
朝阳区域全覆盖。

据悉，活动由区文明办牵头，
联合区社会办、区农委、区教委、
区妇联共同主办， 各街乡和社会
公益组织承办。 主办单位和承办
单位有关领导、 学生、 家长代表
140余人出席了启动仪式。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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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听群众“声音”再干活儿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校服“变脸”穿出潮范儿

“校服=运动服？这是一个误
区！”北京市中小学生校服研发成
果展示会于10月29日举办， 北京
服装学院科技处处长、 北京市中
小学校服研发中心副主任潘波现
场为学生校服“正名”。从展示的
60余套新款校服看， 既有大气制
服，又有青春动感运动装，还有民
国复古常服，时尚感十足。

据万名学生体型数据制作
受市教委的委托， 北京市中

小学校服研发中心于2015年底在
北京服装学院成立， 聚集专业院
校的设计、研发与生产资源，以及
部分社会力量，为全市120万中小
学生设计研发美观舒适的校服。
中心建立了学生尺寸数据库，目
前已掌握1万多名不同年级学生
的体型数据， 然后归纳总结出平
均尺寸，以此制作合体的校服。

经过与各协作单位的紧密配
合， 中心与市学生统一着装管理
办公室此次联合举办“缤纷校园”
主题成果展示会， 共展示校服近
70套， 运动系列和常服系列各一
半。其中夏装20套、秋装40套、冬
装近10套，分为律动时尚、奔跑少
年、中国红、如海、传承经典、东方
文化等11个系列。

参加展示的60余名小朋友不
是走秀经验丰富的专业小模特，
而是樱花园实验学校和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附属小学的普通学生，
他们毫不怯场， 落落大方地穿行
在T台上， 下了台还互相小声评
价喜欢哪个系列。

在展示过程中， 台下观众纷
纷举起手机、相机，不停地拍下心
仪的校服模样。 一位学生家长边
照边感慨， 如果孩子的校服能按
这些款式制作，孩子一定会爱穿。

北京校服要体现地域特色
校服可不等于千篇一律的运

动服。在专业人士的眼中，学生校
服分为夏季正式场合和运动场
合、 春秋季正式场合和运动场合
四类，包括正装西服、长袖衬衫、
开衫毛衣、卫衣、运动七分裤等不
同款式，具体选哪种由学校决定。

“既然是为北京孩子设计校
服，就要体现出地域特色，承载北
京厚重的校园文化；还要新颖、不
落俗套，让学生穿得出去；同时符
合他们的年龄特点， 能展现北京
学生的精神风貌。” 据潘波介绍，
新款校服设计秉持实用实穿原
则，全部选取吸湿排汗的面料，符
合国家标准。 颜色上则与市场接
轨，像展示会当天发布的系列，融
入荧光绿、渐变水蓝、红白蓝等色
块，视觉效果赏心悦目。“中国红”
系列、“传承经典” 系列则分别使
用了中国红、深浅灰的设计，这是
古都的代表色。

在款式方面， 这次发布的11
个系列各有千秋。“时尚梦想”系
列的特点是校服正面印有英文字
样的徽章，夹克和帽衫搭配，着重
体现京城学子的朝气蓬勃特征。
“传承经典”系列的冬装配有棉背
心，夏秋装都设计了帽子，方便穿
戴。“东方文化” 系列加入手工刺
子绣、打结绣，立领、宽袖，蕴含着
浓浓的复古范儿。

新研发的校服价格不昂贵
虽然系专业人员设计， 但中

心研发的校服价格并不昂贵，与
现有市场价保持一致， 其中夏装
成本在160元左右， 秋装在200到
260元之间。如果未来实现统一面
料、大面积采购，成本还能进一步
降低。

潘波表示， 中心愿意无条件
公开校服设计， 哪所学校感兴趣
可与中心接洽。 现在中心研发的
校服， 已进入北京理工大学附属
中学本部等校。

□本报记者 任洁/文 于佳/摄

60余套中小学生新款校服亮相

朝阳小志愿者进社区“讲”文明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龙潭街道左安漪园社区党委“两学一做”惠居民

每周一次的亲子读书会、 专
门开辟的社区菜园、 专门帮助老
年人和残疾人走出孤独的 “一帮
一爱老助残服务队” ……记者近
日到东城区龙潭街道左安漪园社
区党委采访时了解到， 在 “两学
一做” 学习教育前期准备中， 社
区党委班子就广泛征集 民 情 民
意 ， 倾 听 党 员 群 众 的 “ 声
音 ” ， 根 据 群 众 需 求 开 展 工
作 ， 成 为 社 区 党 委 结 合 实 际
开 展 “两学一做 ” 学习教育的
出发点和着力点。

免费早教班受居民欢迎
一两岁的小朋友， 在专业早

教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 将平面
的图案进行剪切、 折叠、 粘贴，
上面有南瓜之类的图案， 最终做
成一顶圆锥形的小帽子， 浓郁的
万圣节氛围在教室里弥漫……这
是左安漪园社区最近一期亲子读
书会的内容， 亲子读书会是社区
党委牵头，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让社会组织机构进驻社区， 为居
民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一个项目。

椅子上、 地板上、 桌面上，
到处都坐着小朋友， 他们或者是
被父母， 或者是被祖辈带来， 参
加亲子读书会的活动。 活动会邀
请专业的老师 ， 带领孩子们游
戏， 进行各种模仿、 学习， 相当
于一个免费的早教班。

第一次带着外孙来的王女士
在角落里耐心地跟外孙做着手
工， 王女士并非左安漪园小区的
居民， 她是听说这里的亲子读书
会活动后 ， 特意带外孙来的 。
“通过这种方式， 培养孩子的社
会性 ， 跟其他小朋友多接触接
触， 对孩子的性格有好处。” 王
女士说道。

左安漪园社区读书会还有个
群， 每次活动， 组织者和家长都
会把当天活动的照片发到群里，
让没来参加活动的家长也能看到
现场的情况。

穆先生的儿子快3岁了， 他
们已经参加了很多次亲子读书会
的活动。 通过活动， 儿子不但学
到了很多知识， 还带给穆先生夫
妇很多惊喜。 “外面的早教班非
常贵， 对于绝大多数工薪阶层来
说压力很大， 希望政府对类似的

公益活动加大投入 ， 让家长放
心， 孩子受益。”

爱老助残队活跃在社区
66岁的党员马桂云每天都非

常忙。 她要照顾家里， 接送孙子
上下学， 不过最让她挂心的， 是
社区 “一帮一爱老助残服务队”
的活动。

马桂云是 “一帮一爱老助残
服务队”的负责人，在“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征求意见时， 有着40年
党龄的她提出， 社区里有很多老
年人和残疾人， 他们不但行动不
便，生活也比较孤独。马桂云正好
是社区太极队的队长， 于是她想
能不能建立一个组织， 把这些人
纳入到太极队里， 让这些人和大
家一样， 能够享受生活、 享受快
乐。就这样，马桂云成了爱老助残
服务队的负责人。

社区要成立爱老助残服务队
了， 消息一经发出就得到众多回
应， 当天， 马桂云家的电话就没
停过。

活动开展将近一年， 最让马
桂云高兴的， 是邻居包振侠的变
化。 一帮一爱老助残服务队成立
时 ， 包振侠是坐着轮椅来报名
的。 因为身体原因， 他在手术后
无法独自行走， 在轮椅上度过15
年的他， 抑郁成疾， 心情低落到
极点。 听说社区党委成立了这么
个组织， 他试探着来看看， 得到
了马桂云的热情接待。 热情归热
情， 可是残疾人怎么锻炼身体？

为此， 马桂云跟太极队另外
三名党员刘光礼、 白素梅、 孙秀
兰一起， 翻阅大量资料， 反复研
究教学方案， 最终确定了有针对
性的方法。 现在， 除了太极拳，
服务队还带领大家做五禽戏、 八
段锦、 六字诀， 且全部的教学活
动都是义务的。

现在， 包振侠不但能拄着拐
杖走路， 还积极主动报名参加社
区的义务巡逻工作。 包振侠的爱
人关莹说： “他不但性格变开朗
了， 而且还主动做家务， 这变化
太大了！”

试验菜地加深邻里情谊
在左安漪园小区， 有三块不

大的菜地。 在二环内的居民小区

里， 可以开辟出这样的地块， 实
属不易。

“这是应居民 的 要 求 开 辟
的 ， 我 们 希 望 通 过 绿 色 生 活
的 方 式 ， 倡 导 健 康 的 生 活 理
念 。 ” 社 区 党 委 书 记 刘 娜 说 ，
“社区党委在其中主要起协调物
业 与 居 民 关 系 的 作 用 ， 并 且
聘 请 专 业 农 场 的 老 师 来 指 导
大家耕耘。”

于是就有了试验菜地项目。
试验菜地最初起源于社区

的 阳 台 菜 园 活 动 ， 最 初 大 家
只是在自家阳台上种些蔬菜 ，
然 后 碰 面 时 交 流 交 流 经 验 。
时 间 一 久 ， 就 有 人 希 望 能 集
中 在 一 起 ， 种 不 同 的 蔬 菜 ，
大 家 分组值日 ， 这样既有利于
交流 ， 又可以腾出手干自己的
事， 一举两得。

75岁的仇淑贤也是试验菜地
的小组成员之一， 轮到她值日的
日子， 翻土、 浇水、 给菜地防晒
的活儿， 她都干过。 “菜地上种
出的菜， 我们可不是自己拿回家
吃去， 一部分我们会送给社区的
孤寡老人， 还有一部分会与大家
分享。” 仇淑贤说道。

试验菜地种出了萝卜、 大白
菜、 生菜、 韭菜、 西红柿、 扁豆
等15种蔬菜 ， 还种植过向日 葵
之 类 的 农 产 品 ， 得 到 小 区 居
民的喜爱。

上次丰收时， 大家聚在一起
办了一回饺子宴， 包了好几种馅
的饺子。 “那天特别热闹， 我们
都特别高兴 ， 跟一家人似的 ！”
仇淑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