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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
组织100余名女农民工走进梅兰
芳 大 剧 院 和 京 剧 名 家 共 同 学
习京剧。

京剧名家焦敬阁博士首先介
绍京剧的起源和发展， 并演示多
个脍炙人口的京剧剧目。 他以声
绘情、 以情带声的演绎让大家如
痴如醉。 不少女农民工自告奋勇
走上舞台，想要过把“表演瘾”。她
们模仿京剧身段表演， 焦敬阁耐
心地为她们讲解动作要领并不时
加上有趣的互动，气氛十分热烈。

“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到京
剧， 特别喜欢他们的装扮和一招
一式的表演， 但苦于看不懂所以
没有深入， 这次中建三局北京公
司为我们提供了与京剧大师面对
面的好机会， 当然要抓住机会好
好了解。” 来自四川的工友段秀
莲边说着边向旁边的化妆师请教
如何扮相。

本次活动还启动了中建三局

北京公司传统文化守护工程， 并
聘任焦博士和部分女农民工代表
作为传统文化守护大使。

“我们带领女农民工走进梅
兰芳大剧院学习京剧， 除了感谢
她们的辛勤付出， 更重要地是响
应国家号召，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
力量， 增强文化自信。 希望这种
‘讲解+表演+互动’ 的模式能让
长期在生产一线的女农民工近距
离地感受到京剧作为国粹的魅
力。”北京公司书记许涛说。“要是
能将这种文化自信带回老家，传
给亲友和下一代， 我们这个活动
的目的就真正达到了。 ”北京公司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王健说。

据悉， 自中建三局北京公司
成立以来累积开展135次 “三八”
主题活动， 先后带领女职工们走
进航天城、 国家大剧院、 清华大
学等地观摩学习 ， 共计21000余
人次参与， 极大地丰富了她们的
业余生活。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柯玉乾/摄

3月6日， 北京市普仁医院青
年党员志愿者服务队联合医院权
威乳腺专家， 来到北京地铁运营
三分公司， 开展 “呵护女性， 关
爱健康” “三八” 节义诊活动，
为地铁一线女职工进行免费的乳
腺、 甲状腺检查等多种形式的查
体和诊断服务， 并发放普及健康

知识的读本。
据悉，普仁医院党委2013年4

月成立青年党员志愿者队伍，成
员大部分来自全院各科室35岁以
下的青年党员，共有54人，按照专
业特长分为医疗组、护理组、医技
组和后勤组， 每年会进社区、 养
老院开展系列公益活动。

房山工商分局采取多项举措
全面提高工作效率， 实行 “午间
不间断” 服务， 进一步压缩办理
时长， 自2018年3月1日起， 全面
实现新设立企业当天即可领取营
业执照。

李在伟是一位 80后创业青
年， 跟朋友商量好合伙开办公司
一起创业， 名称都想好了， 公司
办公地址也准备好了， 万事俱备
就想尽快办下营业执照开始经
营， “之前， 我以为办理营业执
照的时间比较长， 至少要一周的
时间。 春节过后， 来到房山工商
分局咨询得知手续齐全的话， 一
天就能拿到营业执照。”

工商分局工作人员介绍， 现
在北京市全面提升落实 “放管

服” 服务， 正全力打造首都营商
环境 ， 压缩开办企业的时长 。
“如果相关文件齐全， 有专门的
工作人员辅助我们办理注册手
续， 受理材料当天就能为我们发
放营业执照， 对我们来说简直是
喜从天降。” 李在伟说。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李在
伟通过 “北京工商网上登记系
统” 手机APP客户端查看企业名
称申请状态， 不到半个小时， 申
请的名称就显示通过。 在登记大
厅自助服务窗口的电脑上， 李在
伟在工作人员的辅助下， 通过网
上登记系统进行公司设立申请。
工作人员指导他进入 “全程电子
化” 模块， 填写了公司的相关信
息， 上传了身份证和产权证照片

后， 提交申请等待工商局审核。
一个小时后， 系统就显示审核通
过， 打印出领取单后就可到领照
窗口领取营业执照， 执照拿到手
的时间是当天下午三点钟。 “从
我们早上到工商局咨询， 到领取
执照都没用一天时间， 效率太高
了， 这样我们公司就能签订第一
单订货合同了， 真的要感谢工商
局！” 李在伟说。

目前， 房山工商分局除对新
设企业实现当天发照， 还进行流
程再造， 推进直接核准制度、 容
缺受理制度 ， 全面 “全程电子
化”， 线上申请设立登记半日可
办结， 线下增开 “新设企业绿色
通道” 受理窗口， 全部实现免预
约即来即办。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房山新设企业实现当天领照

“他没有什么模样， 使他可
爱的是他脸上的精神……” 昨
天， 一走进北京外城东南角楼图
书馆，就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史家
小学分校的42位6年级学生在老
师的带领下， 共同品读老舍经典
作品《骆驼祥子》。 这是角楼图书
馆推广全民阅读、 输出阅读服务
的项目之一， 是与史家小学分校
文化基地合作落地的首场活动，
也是图书馆举办的第153场活动。

角楼图书馆自去年10月28日
开馆以来， 以其文化底蕴、 建筑
特色、 创新模式， 实现了资源聚
集和品牌传播的良好势能， 这给
北京恢复标志性景观、 注入文化
功能， 创新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
用模式 ，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 创新公共图书馆运营模式带
来了诸多借鉴与启示。

古都地标变“最北京”图书馆

北京外城东南角楼是北京古
城地标之一， 修建于1553年， 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然坍塌， 城
墙于1957年后拆除。 在东城区委
区政府的指导下， 东城区文化委
实施北京外城东南角楼的复建工
程， 经多方调研、 案例分析、 方
案比对， 将其功能定位于公共图
书馆， 在传承、 保护这个老北京
地标性建筑原有风貌的前提下，
打造成代表北京历史文化的特色
图书馆， 并力求发展成名副其实
的文化景观和城市名片。

角楼图书馆建筑面积约1160
平方米， 一层为主题文化活动及
展览展示区， 主要举办老北京文
化主题的展览； 二层为图书阅览
区， 现有地方文献图书7000册、
纸质报纸30余种、 期刊100余种，
同时举办小型读书会等活动； 三
层为辅助文化活动区。 角楼图书
馆全周7天开放， 为吸引更多中
青年读者群体， 每周五延长开馆
时间至22时， 开办 “角图夜读”
活动， 每周开馆时间达70小时。
目前进馆人数达35000余人次。

丰富的文化活动惠及大众

除提供基础的阅览服务以

外， 角楼图书馆围绕北京的物、
人、事，从“阅读北京”“聆听北京”
“艺术北京”和“品味北京”四大主
题出发，面向传统文化爱好者、阅
读爱好者、社区居民等人群，开展
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包括讲座、
读书会、手作体验、文化沙龙等，
直接参与6000余人次， 并树立了
良好的口碑效应。

开馆后， “角楼图书馆” 微
信公众号、 微博、 头条号也同步
开设， 并保持高频次的更新。 另
外， 角楼运营团队还与书友保持
着紧密的线上、 线下互动交流，
拉近读者与图书馆的距离。

创新运营“图书馆+”模式

角楼图书馆不仅定位于公共
文化服务中心， 还附加了阅读生
活体验中心、文化社群交流中心、
北京文化传播中心等功能和角色
定位，因此，其运营采取的是“图
书馆+”的创新模式，在实现传统
图书馆的基础设施和软性服务的
基础上，还植入了社群运营、新媒
体运营、品牌推广、生活方式体验
等诸多新理念、新思维、新做法，
围绕老北京文化主题和特色 ，构
建创新性、品牌化、规范化的“图
书馆+”运营体系。

角楼图书馆运营工作围绕
“1+2+4+5” 的思路开展， 即引
入一套活动运营管理系统、 树立
两项品牌活动 （北京会客厅、 非

遗 52日 ） 、 运营四大系列板块
（阅读北京、 聆听北京、 品味北
京、 艺术北京）， 以及通过实施
用户运营 、 场地运营 、 活动运
营、 内容运营、 产品运营五方面
的抓手工作， 初步建立一套趋渐
成熟的品牌运营系统。

社会化运营带来新活力

角楼图书馆由东城区第二图
书馆负责管理， 采取向社会力量
购买服务的方式落地运维工作，
由专业团队具体承接日常的品牌
及活动运营工作， 成为公共文化
服务机制改革及公共图书馆社会
化运营的一项探索性实践。

角楼图书馆的社会化运营模
式，与企业、社团、政府部门等广
泛开展合作， 形成一个互利共赢
的阅读服务生态， 通过宏观管理
公益化、思维导向平台化、具体运
作企业化的运营管理模式， 更好
提升图书馆的服务与管理水平。

未来， 角楼图书馆的运营团
队还将紧紧围绕特色定位， 开展
品牌专业化建设与传播工作， 努
力将其建设成为东城区乃至北京
市独具特色的文化载体。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普仁医务人员为地铁女职工义诊

目前进馆人数达3.5万余人次

新 春 好 去 处

新新 景景 观观城市

“这法律读 本 发 的 太 及 时
了。” 一位返京人员接过书后放
进了背包里。 昨天， 丰台花乡司
法所联合城管、 食药、 社保、 交
通安全、 新发地村等多部门在北
京新发地长途客运站开展 “春风
送暖 法治导航 ” 返京人员法治
宣传周活动。

活动现场， 通过车站LED屏

循环播放安全提示语， 法治志愿
者向返京人员发放 《劳动法 》
《道路交通安全法》 《食品安全
法》 等法律宣传读本和法治宣传
品等。 除此之外， 此次活动还设
立了法律咨询台， 现场解答外来
务工人员关注的相关法律问题，
共发放法治宣传资料1000余份，
现场接受咨询20余人次。

女农民工梅兰芳大剧院学京剧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春风送暖法治导航”返京人员

角楼图书馆成古都文化新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