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白莹

10月17日， 来自中国劳动关
系学院、 北京工商大学团委4支
大学生智慧养老服务队， 正在讲
解团队原创的智慧养老方案， 并
希望在场的观众能够为他们的方
案投上一票。 这是海淀区甘家口
街道主办的 “智敬重阳青春行”
智慧养老创意大赛的决赛现场。

今年10月， 甘家口街道在地
区两所高校中发起并招募了有创
新精神 、 信息素养较高且对养
老、 社区工作感兴趣的在校大学
生， 成了智慧养老服务队。 此次
创意大赛是服务队成立后开展的
首次活动， 大学生创意团队深入
走访辖区内养老驿站， 听取智慧
养老的前沿构想和形态， 了解部
分老年群体对目前智慧养老的接
受程度和社区为老服务现状， 然

后设计出自己心目中操作性更强
的智慧养老创意方案。

甘家口街道为大学生们配备
“导师”， 由辖区养老机构中智慧
养老事业的核心规划者参与创意
团队方案的指导和制定。 比赛采
用现场评选加网络投票的方式，
由甘家口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医
养康 （北京 ） 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颐佳海淀甘东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及社区老人等组成评审团，
从可操作性、 实施引进可行性和
舒适程度三个方面对创意方案进
行考评， 筛选出若干优秀方案后
并推进后续的对接、 支持工作。

据悉， 甘家口街道将根据实
际情况， 继续联合两所学校的慰
老服务队及辖区养老机构举办后
续活动， 形成长效机制。

10月16日， 北京市第十九中
学在北京音乐厅举办金帆民乐团
建团30周年专场音乐会。 别看该
校民乐团曾连续5年获得北京市
学生艺术节一等奖第一名， 巡演
足迹遍布海内外， 可据九旬高龄
的创始人苏人振老师回忆， 乐团
刚诞生时要挨家挨户求生源， 四
处 “化缘”， 甚至去废品回收站
翻找乐器才熬过生存期。

据了解， 上世纪80年代初，
学校一般没有多少人学民乐， 十
九中时任校长赵武秀急于找到突
破口。 当时该校有一支专业素质
过硬的音体美教师团队， 在赵校
长的倡议下， 1985年学校成立民
乐班， 首届招生25人， 这就是民
乐团的前身。 为招到学员， 乐团

创始人苏人振来到河北涿州一个
村， 那里专门出吹唢呐和二胡的
人家， 他就挨家挨户上家里选学
生。 因为离家远， 年龄小， 他们
被安排在十九中对面的万泉庄小
学上学。 放学后， 他担任了这十
多个孩子的 “家长”， 照顾他们
日常起居， “既当爹又当妈”。

除了招生难， 还有资金和乐
器难。 学校微薄的资金填不满民
乐班初建的 “窟窿”， 若想生存
只能自救， 苏人振踏上 “化缘”
之路， 来应付民乐班日常开销并
购置些许乐器。 他甚至找到卖破
烂的回收乐器。 乐器有破损或音
弦不准， 为节省开支， 他就修修
补补将就着用， 化身 “乐器修理
师”。 他的房间被回收来的乐器

挤得满满当当， 几乎没有地方下
脚， 但他乐此不疲。

1988年， 十九中民乐团正式
踏上金帆之路 。 经过30年的发
展， 十九中金帆民乐团如今成员
近百人 ， 从初一到高三都有 。
1989-1993年乐团成员刘虹在30
周年音乐会当天担任主持工作，
如今的她是中国音乐学院附属中
学一名乐团指导教师， 将学生时
代在金帆民乐团学到的经验沿用
到日常教学中， 以另外一种形式
将民乐团精神传承。

在音乐会上， 学校金帆民乐
团分别带来《关东序曲》等8首曲
目。 当天到场的苏人振老师激动
地说，见到年轻的面孔很亲切，他
为民乐后继有人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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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江艳 通讯员 张亮 文/摄

北京泛海集团向内蒙古、 河
北分别捐赠5000万元助学基金；
北京团市委组织有关企业和公益
组织捐书500万册， 折合人民币
1.5亿元 ； 管家帮今年累计培训
13968人 ， 就业脱贫9488人 ， 将
向内蒙古、 河北提供1000个家政
服务工作岗位； 北京商鲲教育控
股集团今年以来为北京市对口帮
扶的县市区贫困户捐款捐物和免
除学费折合人民币3000万元……

今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五个
扶贫日， 也是第26个国际消除贫
困日。 为此， 北京市扶贫援合办
联合市支援合作促进会、 市慈善
基金会、 市国资委等单位， 于10
月16日晚共同举办 “大爱北京
献爱心 助脱贫 ” 募集活动启动
仪式。 共有来自北京的243家各
类型企业、 社会组织积极向北京
扶贫协作地区捐款、 捐物、 捐岗
位， 共计捐款捐物4.78亿元， 捐
献就业培训与岗位11000人。

现场， 北京市扶贫援合办主
任马新明向著名演员陈坤颁发了
“北京扶贫公益大使 ”。 陈坤表
示， 将积极投身于北京扶贫协作
事业， 同时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参
与到脱贫攻坚行动中去。

来自西藏拉萨、 新疆和田、
青海玉树、 内蒙古、 河北的优秀
挂职干部在舞台上分享了他们的

扶贫先进事迹。 他们有在雪域高
原进行教育扶贫的挂职干部杜建
峰， 和爱人一同扎根新疆大漠开
展技术扶贫的张锐夫妇， 带领医
疗团队在青海玉树开展医疗扶贫
的刘云军， 在内蒙古带领当地百
姓脱贫攻坚的周杰臣……

马新明表示，今年以来，北京
市密集组织了互联网+精准扶
贫、万企帮万村、扶贫产品进京销
售等10多次各领域动员推进会，
引导1050家国有、 民营企业与河
北、内蒙古506个贫困村建立结对
帮扶关系，到当地开展产业扶贫、
吸纳就业。 组织数百批次产业精
准对接活动，支持受援地产业园、
工业园建设， 扶持培育当地特色
战略支撑产业。 各区各部门主动
赴89个结对旗县对接， 援受双方
主动对接1000多批次，投入资金2
亿多元，逐步实现乡镇、学校、医
院结对全覆盖。 为促进贫困地区
劳动力就业， 北京建立了市区两
级劳务协作机制，持续开展“春风
行动”“光彩行动”，今年以来为受
援地区组织51场大型扶贫协作招
聘会，提供7.3万个就业岗位。

未来三年， 北京将加大东西
部扶贫协作资金支持力度， 每年
投入将近60亿元。 特别是为帮扶
的内蒙古、河北54个贫困县，每年
县均扶贫资金超过3600万元。

□ 本报记者 马超

□本报记者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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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师傅那里学到的东西
绝不能在我的手里丢掉， 而是要
更好地传承下去 。” 10月16日 ，
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举办了工
匠精神分享会， 2018年北京大工
匠获得者王月鹏与师父彭新立、
徒弟杜炳超一同与公司青年职工
面对面， 讲述了三代万伏高压线
上 “手术师” 之间传承技艺、 传
递匠心的故事， 让工匠精神在青
年职工中继承发扬。

王月鹏， 扎根供电公司中最
具危险性的 “带电作业” 专业，
和万伏高压过招20年， 守护着首
都电网大动脉正常运行。 他秉承
电力人不畏挑战的精神品质， 用
实际行动诠释工匠精神， 获得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北京市优秀共
产党员、 中央企业先进职工、 首
都劳动奖章、 “国企楷模、 北京
榜样” 优秀人物等荣誉称号。

在很多人看来， 王月鹏的职
业生涯已堪称完美， 可他仍然一
直从事着这样的高危工作。 王月
鹏说， 中国电力发展从40年前无
人问津到40年后全世界瞩目，这
是一批又一批的电力匠人， 靠着
对专业的专注、热爱，对业务的精
益求精，前赴后继才成就的辉煌。

活动中， 王月鹏的师父彭新
立和徒弟杜炳超与青年职工分享

了各自对工匠精神的理解， 以及
与王月鹏一同工作成长的故事。
彭新立是北京市劳动模范、 首都
劳动奖章获得者， 他表示 , 成为
工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希望青
年职工能够踏实做好本职工作，
让工匠精神一代一代更好地传承
下去。

杜炳超坦言， 在师父身上学
到了很多优秀品质， 他认为工匠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要 热 爱 工 作 ，
并 表 示会用满腔的热忱投入到
工作当中， 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 在平凡的岗位上， 始终保

持初心。
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4位

劳动模范将书籍《工匠精神》赠送
给青年职工代表， 寓意劳模精神
传递到新一代青年人的手中。

工匠精神蕴涵的巨大能量，
是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 近年来， 国网北京昌平供
电公司持续推动工匠精神、 劳模
精神发扬光大 ， 通过宣讲 、 访
谈、 座谈等多种形式， 传递工匠
精神、 劳模精神， 在青年职工中
掀起向学习工匠精神、 学习劳模
精神的热潮。

京企爱心募集4.78亿元助脱贫攻坚

传承作业技艺 传递匠心故事

金帆乐团庆生 九旬创始人忆“家史”

10月17日， 北海公园园林科
普活动中心正式揭牌 ， 并以赏
菊、 探菊、 侍菊为契机为大家提
供可观 、 可赏 、 可玩的多项活
动。 当天， 北海公园中国菊艺新
星刘宁邀请首批中老年游客朋
友 ,为其讲解重阳节赏菊文化内
涵， 并选取十种中国传统菊花品
种现场赏析， 还对不同阶段的养
护技法进行指导。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北京大工匠携师徒分享工匠精神

大学生团队比拼智慧养老创意

尊老敬老菊香溢
科普小屋重阳开

昨天，丰台区200多位校长、老师和北师大、首师大的学者共同观摩
研讨了和义学校课堂教学和办学实践，该校曲棍球、素质操等特色项目
吸引了众多来宾拍照、点赞。据校长王海燕介绍，学校实行九年一贯制，
现有在校生1000人，近年来学校获得市课改先进校等多项荣誉，2016年
荣获“北京市曲棍球体育传统校”称号。在今年市第十五届运动会上，学
校曲棍球队取得一金两银的成绩。 本报记者 任洁 摄影报道

和义学校办学实践获专家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