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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李颖
首师大附属丽泽中学教师

续写幸福

“2017年一如既往和孩子们在一
起， 所以感觉很幸福。” 首都师范大学
附属丽泽中学教师李颖笑着对记者说。

回顾2017年， 李颖带的2017届初
三 （8） 班 ， 是全校第一个初中住宿
班。 中考前的那段日子， 李颖至今历
历在目。 2017年2月份， 开学了， 每个
课间， 她都会进班， 不为别的， 只想
更多留住孩子们每一个刻苦学习、 谈
笑风生的瞬间， 即使只是看看， 她心
里都好欣慰， 好满足。 “纵然多少不
舍， 离别的日子还是来了。 2017年中
考前的最后一节课， 照着入学第一天
的模样 ， 我们拍了一张 ‘课堂毕业
照’。 读着我写的毕业寄语， 孩子们都
哭了。 那天放学， 所有人都不舍离去，
大家一齐收拾教室， 一齐争抢和 （8）
班有关的一切。 和班训拍张照片， 和
流动红旗来个亲吻……”

李颖为了给未来留个念想， 给每
个孩子订制了刻有他们名字的竹书签，
她特意选了红色的流苏， 红色的盒子，
希望他们一生与好书相伴， 更希望他
们的一生都如这红———温暖大气。

“中考， 我带的初三 （8） 班无一
例外地考入理想的高中， 还有什么比
这更让一个班主任骄傲和幸福的呢？”

今年暑假， 李颖还光荣成为了丰
台区 “不忘初心， 立德树人” 教育宣
讲团首批宣讲员， 带着自己 《我是一
名幸福的人民教师》 的教育故事， 先
后走进多个教育集群和机关单位做宣
讲。 从教这十七年， 李颖见证着丰台
逐渐从教育大区到教育强区的发展历
程， 她这个宣讲团还有幸代表丰台区
参加了北京市百姓宣讲展示， 为丰台
教育发声， 这让她感觉很幸福。

今年的5月18日， 原丰台七中整合
并入丽泽中学， 成为了丽泽中学南校
区。 为此， 李颖又幸运地见证了 “首
都师范大学附属丽泽中学教育集团 ”
的成立。 中考结束后， 她服从学校工
作大局， 第一时间来到了南校区， 以
教学主任的身份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工
作旅程。 “这一个学期以来， 我和教
师们一起细致深入地探讨两端式生态
课堂建设， 一起琢磨课堂君朋小组合
作的新思路， 一起畅谈教学中每一个
有益又有趣的话题……慢慢地， 一次
又一次愉快轻松的交谈， 让我们越来
越熟识， 越来越默契， 越来越信赖。”

对李颖来说， 2017， 她遇见了太
多 “美好”。 “2018， 我希望孩子们每
天都有小进步， 老师们每天都有新领
悟， 大家快乐同行，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续写更多幸福的教育故事。 ”

□本报记者 边磊

罗伟
环卫集团副总经理

智慧环卫

“环卫行业早已今非昔比， 垃圾分
类只是环卫科技发展中的一部分。” 北
京环卫集团副总经理、 新闻发言人罗
伟说。 他的工作之一， 便是不失时机
地宣传、 讲解环卫行业的发展方向。

“北京环卫集团根据垃圾分类工
作的实际情况， 推出了源头垃圾智慧
分类系统解决方案 ， 在实践中不断
推进， 已经覆盖近1000个小区、 100余
个单位， 形成覆盖近50万人口的运营
体系， 创造性地推动了按户计费的分
类补贴政策， 垃圾分类互联网平台 ‘e
资源’ 已经成为行业领先的垃圾分类
平台。”

实际上 ， 经过业内不断的探索 ，
垃圾分类的模式五花八门， 但仍存在
系统性不强、 没有标准和规范的问题。
因此北京环卫集团推出了 《北京环卫
集团垃圾分类标准和技术规范》， 希望
以企业标准规范推动国家标准体系的
制定， 以更好地规范全国垃圾分类模
式。 《标准》 中根据生活垃圾投放责
任主体和产生源划分为包括居民区 、
工程施工现场、 城市景区等在内的五
大类区域18类产生源， 创新性地提出
了 “3+4” 和 “8+X” 全口径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体系标准， 引导分类投放责
任主体按要求将不同种类固体废弃物
分类投放进入指定容器或存储区域。

“拿居住区所产生的生活垃圾为
例 ， 按照 ‘3+4’ 原则进行精细化管
理。 一方面推广可回收物暂存袋+厨
余垃圾桶+其他垃圾桶这种 ‘两桶一
袋’ 式家庭分类投放方法， 另一方面
完善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大件垃圾暂存站+装修垃圾暂存站的
‘三桶两站 ’ 式社区分类收集设施配
置， 加快推进城市环卫系统与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体系的有效衔接与融合。”

同时， 对非居住区所产生的生活
垃圾按照 “8+X” 原则进行统筹管理。
对餐厨垃圾 、 餐饮废油 、 建筑垃圾 、
园林垃圾、 扫街土、 市政污泥、 城镇
粪便、 医疗废物等8类垃圾实现分类收
运和处理， 并根据区域特色设置X类
别。 通过对垃圾产生区域、 物料特性、
产生频率、 收运和处理需求等要素的
数据分析， 有针对性地定制收运方案。
分类运输方式由传统的通过密闭清洁
站 （垃圾楼） 中转， 改为新型 “桶对
车” 直运、 转运和直运相结合。 《标
准》 既符合国家垃圾分类的要求， 又
具有广泛的灵活性， 适合在全国各类
城市推广。

这一切的实现， 都要依靠高科技
为助手的 “智慧环卫”。

□本报记者 博雅

梁磊
拜博口腔医院医疗院长

精益求精

“2017年，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就是
在保证用心服务的基础上，本着匠心精
神精益求精！”提及2017年的工作，拜博
口腔医院医疗院长梁磊这样说。

梁磊今年33岁， 主治医师， 硕士。
2007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
院。 攻读硕士期间表现优异， 在同届
毕业生中获得唯一留院资格。 毕业后
在北京口腔医院从事口腔种植工作 。
2014年受医院委托至北京口腔医院王
府井部， 帮助分院建立并开展种植外
科及种植修复项目。 十年的公立医院
工作经历， 让他积攒了非常丰富的临
床经验， 同时， 对于公立医院目前的
弊端也非常了解。

“目前国家对医疗的投入非常少，
中国的口腔医疗需求与供给之前存在
巨大的缺口。 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
中国每百万人拥有牙医数量只有100
名， 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
国家的500-1000名， 同为发展中国家
的巴西都达到870名。 不仅如此， 中国
的口腔疾病发病率很高， 但是诊疗率
很低。 例如 ， 中国35岁-44岁人群的
龋齿率为88.1%， 其中只有8.4%得到了
治疗； 65-74岁老年人的龋齿率居然
达到98.4%， 其中只有1.9%得到了治
疗。 这反映了中国的口腔治疗需求是
巨大的 。” 梁磊说 。 在这种背景下 ，
仅依靠公立医院口腔医疗资源供给是
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 必须通过民营
口腔医疗的发展来解决这一问题。

党中央关于 “十三五规划” 的建
议强调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并提出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健康服务业”， 这
为民办医疗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
也为民营口腔医院发展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 怀揣着梦想， 梁磊放
弃了北京口腔医院优异的工作条件 ，
2017年投身于民营口腔医院的建设中，
致力于将公立三甲医院的先进技术应
用于民营医院， 为更多的患者提供优
质的服务。 也是在今年， 梁磊凭借优
秀的技术， 获得了业内最具含金量的
BITC种植大奖赛三等奖。 同时获得国
内首批官方认证的All-on-4种植医师
资格。

眼下， 梁磊刚刚受聘于拜博连锁
口腔医院， 任医疗院长。 他表示， 在
未来的时间里 “匠心精神” 依然是他
努力的方向， 他将对整个团队的医疗
质量提出要求， 致力改变百姓对民营
口腔医院的误解与不信任， 用技术说
话， 把匠心精神融入到对每一位患者
的治疗中， 为祖国的口腔医疗卫生事
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密云果园街道总工会副主席

精准服务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杨桂英

密云区果园街道总工会的心理服
务是辖区内响当当的品牌项目， 几乎
辖区内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工会还免
费奉送 “心灵鸡汤”。 “心理服务我们
干了7年了， 从最初的艰难起步， 到如
今深受大家欢迎， 一个漫长的7年， 我
们服务职工群众人数超过数十万人。”
果园街道总工会副主席杨桂英作为项
目的创建者， 用7年的时间， 将心理服
务扎根于果园社区， 服务于社区工作
和百姓生活， 为创建和谐社区做出了
很大贡献。

而说起总结2017年， 憧憬2018年，
杨桂英用四个字概括———“精准服务”。
杨桂英说， 近几年， 服务型工会组织
建设也是在满足职工需求的基础上开
展的， 职工需要什么， 工会提供什么，
作为郊区最基层的工会组织， 企业不
多， 职工有限的情况下， 深入开展工
会工作就要从服务社区建设和发展为
出发点。 “回归社区， 这里不仅仅有
辖区工作的职工， 更有全区各行各业
的职工家园， 而心理服务是润物细无
声般， 融入每个人的生活的。” 杨桂英
告诉记者， 为了满足不同职工群众的
需求， 她将心理服务也细化到针对不
同人群， 为广大职工提供精准服务。

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心理服务， 让
服务效果立竿见影。 今年， 为了帮助
面临更年期困扰的职场女性调节心理，
果园街道总工会开展的一次团体心理
辅导， 引导和帮助有需求的女职工加
强心理建设，“我们用心理服务的方式，
帮助女职工发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
教会她一些调解心理状态的方式和方
法。 ”杨桂英告诉记者 ， 接受心理辅
导的窗口服务女职工 ， 在之后的工
作中表现出良好的工作状态 ， 就是
心理服务最直接的成果与反馈 。

今年新推出的关注 “隔代教育 ”
的心理服务项目更是场场爆满。 “如
今， 隔代教育成为很多家庭不可避免
的现状， 但教育观念冲突， 教育方式
落后等问题， 让家庭矛盾不断。” 杨桂
英介绍。 工会从心理服务为角度出发，
邀请辖区内的职工父母 （即祖辈） 走
进社区心理服务中心， 通过心理疏导，
启发和引导职工父母做好隔代教育 。
据了解， “隔代教育” 的心理讲座共
走进了十个社区， 在职工群众中反响
十分热烈。

杨桂英认为， 未来， 心理服务将
成为工会工作开展中不可获取的抓手
之一。 2018年， 她依旧将秉承着服务
辖区广大职工群众的理念， 将丰富的
“心灵鸡汤” 送到大家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