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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 平谷镇文化中心
内， 30多名村民正在专注地临摹
字帖。 凭借着民间 “练大字” 的
传统， 2012年平谷正式挂牌 “中
国书法之乡”， 截至目前已开办
书法培训班103个， 涵盖全部18
个乡镇以及三分之一的村， 从84
岁耄耋老人到3岁幼儿， 共计4万
余人次参加书法培训。 众多百姓
享受到了书法文化乐趣， 书法传
习开始融入寻常百姓家。

作为书法之乡， 平谷区自去
年开始进行书法普及提升推广工
程3年行动计划。 自从 “平谷中
国书法之乡” 提升推广工程在大
兴庄镇普及书法培训以来， 周庄
子村60多岁的村民周稳拿起了毛
笔， 专心钻研起了书法， 每天晚
上坚持三个小时练习写字。 过了
一段时间， 周围的人发现原来脾
气比较暴躁的周稳沉静平和了许
多， 就像换了一个人， 多了不少
书卷之气。

邻里乡亲们都说： “现在和
周稳交流起来很畅快， 他身上散
发着文化味儿， 感染着我们， 带
动着我们也参与到写书法的队伍
中了。” 提起书法， 周稳的眼神
都充溢着十足的精神气， 他不再
乱发脾气， 学练书法的热情感染

着周围每一个人。
金海湖镇水峪村65岁的周继

林和64岁的肖素花老两口得知村
里要办书法班 ， 不仅自己报了
名， 还给在幼儿园上班的女儿周
东兰也报了名， 每逢周六， 一家
三口兴致勃勃地赶往村委会， 一
学就是半天。

水峪村还有一个从湖北嫁过
来的媳妇， 名叫张红坤， 35岁，
丈夫在顺义区工作。 小两口育有
两个女儿， 大女儿6岁， 小女儿
才5个月。 每逢周六， 张红坤便
手拉着大女儿， 怀抱着小女儿来
村委会上课， 娘儿仨一张桌子，
坐在第一排听讲， 张红坤一边听
课、 临帖， 一边还得哄着小女儿
不哭不闹。

书法培训班还吸引了一些残
疾人。 古老的传统艺术， 引发了
他们的强烈兴趣， 驱赶了他们内
心的苦闷与孤独。 黑水湾村有一
个23岁双腿残疾的青年， 名叫王
欢， 本在区残联当临时工， 每逢
周五下午， 都要艰难地拄单拐坐
公交车回村， 就为了第二天不耽
误书法课 。 从家里到村委会的
1000米距离， 他得走半个小时 ，
别人是八点半到， 为了不迟到他
八点就出家门。 王欢学颜真卿的

《多宝塔》， 平时还喜欢做诗， 时
常把自己的诗用书法写出来。 在
人们的赞美声中， 王欢获得了心
灵上的慰藉。

目前， 平谷18个乡镇都建立
了自己的书法培训教室， 免费为
村 民 提 供 笔 墨 纸 砚 ， 由 书 法
协 会 的成员 、 学校教师 、 优秀
学员等组成的教师队伍定期到乡
镇上课。

此外，平谷区还推出了“一周
七天乐”文化惠民工程，每天都有
一堂精品“文化课”：周一“北戏书
馆平谷分馆” 讲经典名著 《红楼
梦》，周二是摄影公开课，周三北
京交响乐团带来精彩演出， 周四
平谷文化名人在“文化大讲堂”传
承平谷历史文化， 周五桃花大舞
台系列演出准时上演， 周六区、
镇、 村三级书法培训班向全区人
民免费开放， 周日走进影剧院欣
赏市级专业院团精彩表演， 高端
大气、丰富多彩、有滋有味的文化
盛宴走进百姓家门。

【特写】新闻２０18年 4月 2日·星期一│本版编辑 周潇潇│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吉言│E—mail:ldwbgh@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05

□本报记者 马超

如今， 当学院路街道六道口
社区的居民再次走过静淑苑社区
东路， 不仅有笔直平坦的大道，
两边嘈杂的店铺都不见了， 取而
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小型健身广
场。 学院路街道副主任吴学琴介
绍， 这个健身小广场约500平方
米， 共加装了43件健身器材。

“过去打这儿走， 尤其下雨
天， 准得一脚泥！” 67岁的李大
爷在这儿住了20多年了， “现在
不光路平了 ， 小广场上还有坡
道， 推孙子的推车都能走， 出行
特别方便。” 沿着新铺设的6米宽
的社区入口路， 李大爷走到小区
门口说 ： “连这里都焕然一新
了。” 原来， 这里新修建了一个
共有26个车位的停车场， 街道不
仅对路面进行了铺整， 还给商户
店面加装了防雨台阶， 让小区内
外焕然一新。

据了解， 从去年4月开始整治
以来， 不仅是静淑苑社区东路， 学
院路地区的六道口社区路、 暂安处

村路， 三处背街小巷的居民都感受
到了家门口的新变化。

据了解， 学院路地区共有背
街小巷11条， 计划分三年整治提
升。 今年有2条有待提升 ， 2019
年有6条待提升。 据学院路街道
相关负责人介绍， 街道设置了学
院路地区背街小巷 “街长 、 片

长、 巷长”， 要求所负责的街巷
达到无乱停车、 无乱占道、 无违
规广告牌匾、 无道路破损等街巷
管理 “八无两规范一创建 ” 标
准。 为防止环境问题反弹， 还建
立 “日巡、 周查、 月评” 机制，
推进落实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
和文明创建工作。

□本报记者 白莹/文 周世杰/摄

海淀学院路地区环境换新颜

平谷区镇村三级书法培训班免费开放

“我儿子毕业四五年了， 档
案的事儿一直没关心过， 现在要
用了却不知道档案在哪儿， 这种
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养老保
险要缴纳多少年才能办退休？” 3
月30日，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电话咨询服务中心12333
热线走进大兴区， 举办了以 “全
民参保” 为主题的咨询日活动，
为当地群众提供社会保险登记参
保、 缴费和待遇领取等方面的咨
询服务。

同时 ， 北京12333热线还特
别为不能到现场咨询的群众开通
专家热线， 接听群众咨询电话。
同时， 利用北京市 “12333政务
微博” 开通12333专栏， 由12333
电话咨询专业工作人员在线解答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前不久， 本市集中发布了
《关于优化人才服务促进科技创

新推动高精尖产业发展的若干措
施》， 最近， 平均每天都有一二
百通电话咨询相关事宜。” 市人
力社保局电话咨询服务中心负责
人告诉记者， 北京12333热线开
通以来 ， 免费向社会提供7×24
小时不间断人工咨询、 参保人员
个人社保权益记录和劳动能力鉴
定结论自助查询以及人力社保政
策语音播报服务， 涵盖了北京市
社会保障 、 就业促进 、 劳动关
系、 人事人才等政策和办事指南
内容。

近年来 ， 12333热线来电量
以平均每年16%的速度增长， 通
过服务效能提升等活动， 热线服
务能力逐年增加。 2017年咨询服
务总量突破400万件， 日均服务
量达1万余件， 成为人力资源和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服 务 百 姓 的 重
要渠道。

□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4月1日， 首都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第36届“爱鸟周”科普活
动在中山公园拉开帷幕。 生命科
学学院科普协会志愿者通过标本
讲解， 向游客介绍丝路上的鸟类
知识。 首师大生科院院长马力耕
教授和中山公园园长李林杰为
“青年科普基地”揭牌，今后两年
生科院将集中进行志愿者培训。

本报记者 任洁 摄影报道

首师大“爱鸟周”活动
持续36年热度不减

12333为市民现场解惑社保难题

□本报记者 盛丽

延庆万余名学生祭扫烈士

3月30日， 记者跟随石景山
工商分局和石景山区民政局组成
的联合执法组， 来到首钢医院、
石景山医院附近的殡葬服务点和
殡葬祭祀用品专卖店以及本市最
大的公墓八宝山公墓周边， 进行
了专项执法检查。

在医院附近的殡葬一条龙服
务点， 记者看到， 这里的殡葬用
品都已明码标价 。 工作人员介
绍， 相关商品销售和服务提供都
按照法律和政府规定的标准。

石景山区主要有八宝山和
福田两个大型公墓， 今年清明期
间， 两个公墓门口共设立了4户
祭祀鲜花临时销售摊位。 记者在
公墓门口看到， 尽管还没有到清

明假期， 也不是双休日， 但来这
里的祭扫群众已经络绎不绝。 工
商 执 法 人 员 在 现 场 要 求 经 营
者 亮 明营业执照 ， 佩戴胸牌 ，
遵守市场秩序， 维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不过， 尽管国家大力宣传提
倡文明祭扫， 杜绝封建迷信， 禁
止销售带有封建迷信的祭祀用
品， 但执法人员在一家殡葬用品
专卖店当场查获冥币20公斤。 执
法人员对违法违规商品进行了暂
扣处理。 联合执法组还对公墓周
边三公里以内的多家殡葬用品销
售点进行了突击检查。 工商和民
政部门提醒广大群众， 要选择正
规的殡葬服务提供者。

3月30日， 延庆区八达岭烈
士陵园内， 百余名中小学生向烈
士纪念碑敬献花篮。

截至清明节前夕， 延庆共有
1.3万名中小学生到全区 22处烈
士纪念设施缅怀先烈， 为长眠
的717名烈士扫墓、 培土、 敬献
花篮。

八达岭烈士陵园内的延庆区
烈 士 纪 念 墙 于 去 年 8月 建 成 ，
2165名烈士的名字整齐有序地排
列在烈士墙上， 包括1618名 《延

庆区烈士英名录 》 在册烈士和
547名不在册但在零散烈士纪念
设施上有记载的烈士。

据统计， 延庆区现有22处烈
士纪念设施， 分布在13个乡镇，
共安葬了717名烈士， 有名烈士
仅有187人且大部分没有直系亲
属 ， 530名烈士都是无名英雄 。
从2016年清明节开始， 延庆民政
局开展向全区烈士纪念设施敬献
花篮活动， 是本市首个实现烈士
祭扫全覆盖的区。

□本报记者 周美玉

石景山工商民政联查殡葬祭祀品

儒雅书法飞入寻常百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