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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周世杰/摄

听老字号故事品新味道腐乳

北京首个共有产权养老设施试点一周年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郭庆红 刘昕照
住总钢筋工施工现场展身手

昨天上午10点， 一场运动会
正在恭和家园节庆长廊举行。 潘
阿姨和其他居住在这里的4位老
人通过视频连线和海口、 浙江等
5家乐成旗下养老机构的老人们
进行着拼图比赛， 锻炼头脑感受
快乐。

去年12月，北京市民政局、北

京市规划国土委、 北京市住建委
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国
内首个集中式居家养老社区试点
项目———双桥恭和家园。 “产权+
服务”的全新居家养老模式，第一
次以政府层面在市场上亮相。 今
年12月12日是试点满一周年，记
者再次走进这里进行探访。

恭和家园365套精装养老公
寓，采用诸多适老化设计。老人还
可享受由预防、医疗、护理、康复、
营养等健康管理服务。 去年正式
运营以来， 已入住90户151位长
辈，平均年龄78岁。目前已全面开
展65项基础服务，18类特约服务
时时提供。 长辈居住满意度93%，
子女满意度95%。 截至目前，已经
为入住老人提供代购药品450余
人次，服务咨询响应360人次/周，
全年各类活动1370场， 双二就诊
班车200余人次，紧急呼叫响应40
余次，管家上门服务120户次/周，
住户沟通会每月一次， 每月用餐
3500人次。

恭和家园共有产权模式的最
大特点在于， 购房者拥有养老房
95%的产权， 且每间房必须入住
一名60周岁以上老人 ， 并缴纳
3080元/月的服务费 。 购房者有
国家承认的房本， 转让、 出租、
继承都可以 。 余下的5%产权由
乐成养老作为养老运营商永久持
有， 不得买卖。

据了解， 在通州区半壁店区
域将建设全市第二家共有产权养
老社区， 预计2020年有望实现入
住。 通州半壁店试点规划占地8
万平方米， 其中2万平方米的独
立养老机构及6万平方米的共有
产权养老社区， 分别可以向社会
提供300多张养老机构床位和800
至900套养老居室。 新试点还将
建设7000余平方米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一个4000多平方米的幼
儿园。

半壁店养老试点
预计2020年入住

近日， 近30万平方米的北京
住总第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卢沟
桥安置房施工现场， 迎来59名来
自8家集团二级单位的选手。这是
住总集团第二届工匠大师暨2018
年度钢筋工程技能比武大赛。

在此之前， 钢筋工程大赛已
完成了理论部分的考试， 此次比
赛是在实际操作面上见真功———
在安置房工程645地块12—2号楼
目前已施工至10层， 在面积约为
20平方米的操作面上， 墙体钢筋
已绑扎完毕， 选手们要在20分钟
内， 对照图纸找出不符合施工规
范之处并标注， 模拟钢筋验收。

在裁判员提示比赛注意事项
之后， 选手们分散开来， 注目观
察 、 横量竖测 、 标注图纸 ， 墙
角、 过梁、 墙体， 竖筋、 箍筋、
横筋， 搭接长度、 锚固长度、 位
置、 间距， 各种规范、 图集、 条
款……在选手们脑中翻滚。 这些

钢筋编织而成的钢筋铁骨将随着
混凝土的浇筑消失在视线中， 如
检测不出不符规范之处， 将成为
遗憾和隐患。

回到由食堂改成的大教室，
选手们开始做笔答题。 试卷一张
是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表， 查找隐
蔽工程验收记录表中遗漏项和错
误内容并改正，占25分；一张是将
在现场实体钢筋绑扎安装中找出
的问题一一列出并回答正确做
法，占75分；答题时间为40分钟。

比赛裁判员之一、 集团公司
钢筋工程创新工作室主任苑立彬
介绍， 这重点考察现场管理人员
对钢筋工程现场质量检查验收能
力。 30分钟后， 第一位选手起身
交卷。 “凡是我知道的都写上去
了。 隐检验收记录中， 剪力墙保
护层是15毫米， 没有25毫米； 还
有一些做得不规矩的地方， 有的
属于质量通病， 实际工作中发现

这些毛病都要一一改正过来。 前
面写了5条， 后面写了7条。” 总
承包部选手、 30岁的杨英超说。

参赛的选手中可不仅有房建
企业， 轨道市政也来了9名选手。
“一开始考试时， 我真挺紧张。”
轨道平谷区22号线01标段现场施
工管理部副部长刘杰说， “该答
的题我都写了， 问题也找了七八
处， 但感觉深层次的问题寻找的
并不多。” 在地铁现场施工管理
部一干就是8年的他， 面对房建
的钢筋翻样也是从头学起。 “我
们轨道参赛人员建了微信群， 学
习中遇到的问题相互沟通 、 学
习。 我还会去现场向分包方的老
师请教。 通过看图纸， 读规范图
集， 学钢筋翻样技巧， 真是了解
掌握了不少新知识。”

比赛的最终成绩由四名裁判
员集中阅卷， 并分别为选手打分
后， 取其平均分来判定名次。

“你咋这么厉害， 一眼就能
看出砂子含水多少？” “这有啥
难的 ， 我可是天天和砂子打交
道 。 ” 这是北京建工新材公司
建均站试验室试配间的一幕， 两
个一线工人在一起讨论刚才的砂
含水项目。 近日， 北京建工新材
公司建均站上演2018年技术比武
大赛。

此次技术比武共有四个项
目， 分别为： 砂子细度模数、 含

水率目测， 粉煤灰细度目测， 混
凝土坍落度目测， 知识竞赛。 裁
判由具有高级职称的建均站总工
程师黄天贵等五人组成。 随着总
裁判一声令下， 司机、 质检、 磅
工、 操作工等各个不同岗位的职
工参加到比赛中。

第一个项目是砂子细度模
数、含水率目测，每一位参赛选手
可通过目测、 手摸的形式观测砂
子，然后将细度模数、含水率写在

纸条上，交给工作人员进行保管，
随后进行专业检测， 最终误差最
小的获胜。经过激烈的角逐，各个
项目均产生了冠、亚、季军，由评
委为其颁发奖品。

“希望通过技能比武， 全面
检验各服务岗位技能技巧水平与
实际操作能力， 提高涉及混凝土
整个生产供应流程的所有环节人
员的能力， 以此提升建均站混凝
土质量控制能力。” 黄天贵说。

建均站职工技术比武决高低
□本报记者 曹海英 通讯员 王博金

一张55年前的老报纸， 一
篇寻找老字号王致和的文章 ，
唤起的是对过去时光的回忆和
一份始终不变的情意。 今年是
王致和、 致中和、 王政和、 王
芝和 “四和” 合并到海淀区田
村 60周年 ， 也恰逢 《北京晚
报》 创刊60周年。 12月11日下
午， 北晚新视觉与首农食品集
团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共同主
办的 “听老字号故事， 老读者
尝到新味道” 活动， 在北京市
腐乳科普馆举行 。 活动现场 ，
读者们参观了王致和厂区， 作
为王致和腐乳的 “老粉丝 ” ，
大家还一起用王致和的新产品
做起了家常菜。

在腐乳科普馆中 ， 一张
1963年10月30日的北京晚报已
经泛黄， 一篇题为 《“王致和”
哪去了》 的文章发表在 “老店
新 志 ” 栏 目 中 。 文 中 提 到 ，
1958年3月 ， 老字号王致和从

前门延寿街搬到了现在的海淀
区田村， 还详细介绍了臭豆腐
的历史 、 发展 、 现状以及原
料、 工艺。 这张珍贵的报纸引
来老读者纷纷合影拍照。 一位
读者告诉记者， 那时候的北京
晚报2分钱一份儿， 臭豆腐2分
钱一块儿， “这让我想起了过
去的日子， 虽然物质没有现在
这样丰富， 但是大家的内心都
很富足。”

虽然是王致和的 “老粉
丝 ”，但是在腐乳科普馆 ，大家
还是见到了很多王致和品牌旗
下的新产品。 王致和公司科研
人员向大家详细介绍了腐乳的
营养价值，还现场用臭豆腐、白
腐乳、香辣腐乳制作了“黄金搭
档”“蒜蓉白腐乳苦瓜” 等特色
菜肴， 这个互动环节让 “老粉
丝” 深深感叹腐乳做菜原来如
此美味又简便健康 ， 都表示 ：
“回去就用腐乳做菜试试！ ”

醋溜土豆丝、土豆虾球、香
煎土豆饼……12月10日， 东城
区天坛街道金鱼池中街二号
院活动室内飘香四溢， 金台社
区居民用 “最好吃的崇礼土
豆” 做出了20道色香味俱全的
家常菜 ，这场 “土豆总动员 ”也
让爱心在地区居民中传递。

近日， 东城区与河北崇礼
地区之间正进行着一场 “爱心
土豆大接力”，为帮助崇礼老乡
卖出滞销土豆， 天坛地区干部
群众积极预订崇礼土豆， 帮助
乡亲们渡过难关。 为让居民的
爱心延续下去， 天坛街道金台
社区组织开展此次活动。

活动当天， 参与厨艺展示
的居民将事先烹饪好的食材进
行摆盘、 装饰， 并给每道菜都
起了寓意深刻的名字。 十张围
圈摆放的桌子上， 摆满了20道
精美菜品， 旁边的桌签上写着

菜名， 每位 “大厨” 介绍自己
所展示菜品的制作过程。 30位
居民组成的 “大众评审团” 依
次品尝每道菜品， 大家每人手
里拿着两支小雏菊， 喜欢哪道
菜就把花插进旁边的花瓶里 。
最后， 香煎土豆饼和乱炖成为
最受居民欢迎的土豆家常菜。

活动结束后， 金台社区的
工作人员将新鲜出炉的两道菜
送到社区高龄老人李乾坤和李
静茹家中， 为老人带去温暖。

“趣味活动让居民进一步
了解社区工作。 同时，也能让地
区居民了解东城区对口帮扶地
区崇礼的特色农产品， 为两地
通过‘土豆’打通扶贫帮困绿色
通道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金台
社区党委书记黄婉庭说，“更重
要的是，‘送餐到家’ 让居民参
与到帮扶互助行动中， 让辖区
老人感受到党组织的关爱。”

“爱心土豆”亮相创意厨艺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