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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诗

石石景景山山区区将将打打造造多多处处夜夜间间消消费费圈圈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陈艺/摄

□本报记者 任洁

7月22日， 记者从石景山区
商务局了解到， 为加快推进夜间
经 济 发 展 ， 石 景 山 区 计 划 利
用 3年时间 ， 以石景山游乐园 、
郎园park、 大型商业街区、 首钢
园区等为重点建设多处夜间消
费 圈 ， 形成统筹推进 、 业态多
元、 服务百姓夜间消费格局， 不
断提升消费增长内生动力和居民
幸福感。

打造以游乐旅游为特色
的“夜间经济新地标”

石景山游乐园是北京市重要
的游乐旅游景点， 从7月13日开
始， 一场以 “祝福祖国， 放飞梦
想 ” 为主题的2019 “狂欢之夏 ”
活动在这里举行， 同时推出了夜
场活动将游乐园的营业时间延长
至22 ∶30。 未来 ， 为满足游客对

夜间消费的需求， 石景山游乐园
将打造以游乐旅游景点为特色的
“夜间经济新标”， 逐步延迟夜间
营业时间， 推出美食街、 游园表
演等夜间特色休闲娱乐项目和夜
游精品线路， 举办避暑消夏主题
夜间旅游活动， 带动周边餐饮、
娱乐、 住宿等业态提升服务供给
能力和品质， 形成全区夜间消费
地标。

打造以创意文化园区为
牵引的“夜经济商圈”

梦幻浪漫的月光海洋、 穿越
次 元 的 时 光 隧 道 、 新 奇 有 趣
的 魔 幻光球……每到夜晚 ， 石
景山区郎园 park内一片灯火通
明。 郎园park是石景山区新形成
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目前， 这
里已成为面向全龄人群的夜间

文化场所 ， 星幕书房、 诗路新
媒体、 深蓝影院、 夜色画廊， 夜
晚乐会、 音乐沙龙等活动参与人
次众多， 十余家特色餐饮营业至
24:00， 以夜间文化活动带动夜
间消费 ， 成为石景山独具特色
的 “深夜食堂区”。 未来， 郎园
park将打造以创意文化园区为牵
引的 “夜经济商圈”， 发展以传
统文化生活体验、 潮流艺术弹性
空间、 体验性商业 、 特色餐饮
等聚焦于夜间消费的共享体验
式文化夜经济。

打造以城市更新为典范
的“夜间经济生活圈”

在服务居民夜间生活方面，
石景山区还计划在古城南路步行
街、 鲁谷万达商圈打造以城市更
新为典范的 “夜间经济生活圈”，

着眼于补齐生活性消费空间短
板， 通过提升改造， 引导品牌连
锁企业加大24小时便利店、 餐饮
合理布局建设 ， 打造集品牌商
业、 时尚餐饮、 休闲娱乐于一体
的特色夜间生活中心。 同时， 打
造台湾街、 郎园park、 当代商城
三个 “深夜食堂” 街区， 在符合
相关规定， 且不扰民、 不影响交
通秩序的前提下， 对三条街区的
基础设施 、 硬件配套 、 周边环
境、 夜景照明等进行改造， 增加
特色餐饮比重， 带动周边地区商
业、 公共设施改造升级、 延迟营
业时间， 提升街区环境和品质，
形成以餐饮消费为主的石景山
“夜食堂”。

石景山区作为北京冬奥组委
和比赛项目的重要承载区， 将积
极协调首钢园区完善夜景灯光，
增加文创产品， 推出 “灯光秀”、

体育赛事、 冬奥夜景、 啤酒花园
等夜间活动。 此外， 石景山区还
将改造提升古城电影院、 首钢剧
院等存量文化设施 ， 鼓励图书
馆、 影剧院、 书店等周边商户适
当延长营业时间， 满足群众文化
生活需要。 整合优势资源， 推出
多种形式的文艺演出活动， 鼓励
业 余 文 艺 团 队 、 社 会 志 愿 者
参 加 夜间广场文化活动 ， 打造
以文化娱乐消费为主导 “夜文化
高地”， 推动广场文化带动夜间
消费提升。

同时 ， 为促进夜间经济发
展， 石景山区将成立以主管区领
导为 “全区夜间经济掌灯人” 的
工作领导小组， 并制定了政策资
金、 优化夜间公共交通、 强化市
场监督管理等七项具体措施， 全
面保障石景山区夜经济发展进入
“快车道”。

北京市第一中学是北京最古
老学校之一， 三百余年的校史上
群星璀璨， 尤其是在近现代， 在
知名师生的带动下学校形成了爱
国爱校、 追求进步的红色传统。

北京一中前身为清朝八旗官
学 ， 始建于清顺治元年 （公元
1644年）， 1912年结束作为皇家
学校的历史 ， 成为一所普通中
学。 “五四” 运动中， 一中学生
走出校门参加学生运动， 与各大
中学一起宣告罢课， 并因参加游
行宣传和抵制日货的活动遭到逮
捕和迫害。

“五四” 运动后， 一中学生
思想发生显著变化， 在参加校外
爱国运动的同时开始用民主与革
命的眼光看待校内事务 。 1926
年， 李大钊在学校建立共青团组
织； 上世纪30年代， 学校建立共
产党组织。 李大钊、 齐燕铭、 郑
天挺、 老舍、 刘白羽等人都曾在
一中任教或读书， 通过他们的影
响带动， 在抗日战争中和解放战
争中， 一中校友书写下爱国革命

的光辉斗争业绩。
“九一八” 事变后， 一中学

生自发参加抗日活动， 刘白羽作
为低年级学生代表和同学们走上
街头， 加入抗日讲演队伍， 1932
年离校参军 。 《智取华山 》 和
《昆仑山上一根草》 作者王崇元
因参加校内外革命活动被学校开
除。 1936年， 一中学生张效忠、
靳崇智和杨鹏程等十几人参加南
下宣传队， 一路开展唤起民众的
救亡活动， 历时一个多月。

1949年1月北平解放， 4月11
日人民政府接管一中， 改名为北
京市第一中学， 师生在党的领导
下为向新中国输送大量人才而尽
心竭力。 1950年， 全校初高中学
生近150人参军参干。 一中学子
响应祖国号召， 奔赴抗美援朝前
线和祖国各条战线， 成为国家的
栋梁。 1952年高二甲班被批准为
苏联英雄马特罗索夫班， 这一班
学生毕业后， 许多同学被批准为
留苏预备生。

2014年恰逢北京一中建校

370周年。 在开学典礼中， 学校
邀请部分杰出校友回校， 为在校
生上了一堂颇具意义的开学第一
课， 中科院院士李廷栋为同学们
升起新学年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日常教育教学环节中 ，
“爱国爱校” “有责任感” 等德
育理念贯穿教育过程始终。 参观
抗日战争纪念馆、 首都博物馆、
军事博物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是一中每个初中生的必修课； 在
高中阶段的游学中， 参观南京大
屠杀纪念馆是必不可少的教育环
节。 组织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观
看升旗仪式、 选派优秀学生代表
值守 “首都少年先锋岗”， 则成
为每个学生为之骄傲的经历。

暑期已至， 作为2019年北京
世园会举办地， 延庆成为今年暑
期出游的必去之地 。 记者了解
到， 延庆区推出亲子、 汽车、 世
园、 骑游、 长城、 红色、 山水、
花海 、 古城 、 冰雪10大主题民
宿， 为不同需求的游客提供 “微
目的地” 旅游体验。

为提升世园会期间的旅游接
待能力， 延庆打造了以世园、 园
艺为主题的中高端乡村住宿产
品———“世园人家”， 目前全区共
有 “世园人家” 201户， 为全区
提供8000个中高端床位。 世园会
对乡村旅游的带动效应明显， 尤
其是对世园周边的旅游业态辐射
效应显著。 据统计， 以世园为圆
心10公里车程覆盖的延庆镇、 康
庄镇、 大榆树镇、 沈家营镇等4
乡镇 “世园人家 ” 住宿率41%，
比去年同期增长50%。

值得一提的是， 暑假期间位
于延庆小观头村的 “先生的院
子”， 开发了手工织布、 粘豆画、
手工剪纸等手工体验活动。 在民
宿内， 小朋友足不出户就能收获
满满。 除了 “先生的院子”， 延

庆亲子主题的民宿还有桃乐谷、
百里乡居、 山楂小院等。

目前在延庆区已开业品牌精
品民宿55家， 共有精品民宿小院
220个， 荣获首批全国民宿产业
发展示范区。

7月22日， 记者从广外街道
获悉， 作为全市首家社保就业
“一窗式” 综合业务受理模式亮
相广外街道市民服务中心， 广
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进入试运
营阶段， 目前一楼业务办理区
域已经全面开放， 试运营当天
受理业务达530余人次。

作为全市首家街道级社保
就业 “一窗式通办”， 广外街道
将政策性强、 专业性强的人力
社保业务融为一体， 真正做到
服务大厅 “多门” 变 “一门”，
实现 “一窗一网一号”， 变 “不
可能” 为 “可能”。 家住红居南
街社区的李女士要办理新生儿
参保、 修改定点医院、 社保卡
同步和办理失业登记四项业务，
此前需要分别到对应的窗口办
理， 现在在政务服务中心只需
领取一个号码， 就可以在任意

一个窗口办理所有业务。
据介绍， 广外街道政务服

务中心 “一窗通办” 按照 “统
一受理、 一网联办、 内部运转、
限时办结 ” 的运行模式， 最大
程度整合操作平台和业务系统
功能 ， 同时将街道政务服务 ，
如计生、 住房保障等部门一并
纳入最终达到街道政务服务 ，
100%全部实现一窗通办。

广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 ， 为了保证
“一窗式” 综合业务受理模式顺
利启动， 早在4月份， 市民服务
中心招聘了15名综合业务柜员，
并从服务礼仪、 就业失业及社
会保障政策、 “一窗式” 综合
受理等方面对柜员进行为期两
个月的岗前培训并通过考核 、
比赛等形式对培训结果进行验
收， 确保服务质量。

□本报记者 陈曦

炙炙手手可可热热的的““二二伏伏面面””
进入二伏， 二伏吃面是京城里少不了的讲究， 不少老字号提前

着手准备。 记者从多家老字号面馆获悉， 各家门店增大备货量以及
推出新款面和套餐满足消费者需求。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7月22日， 记者从京港地铁
获悉， 京港地铁M地铁·图书馆
首次线下读者体验日活动上 ，
40余名乘客走进国家图书馆观
看曲艺非遗项目表演， 体验单
弦、 书鼓等非遗文化。

京港地铁与国家图书馆联
合推出的M地铁·图书馆活动当
天还推送了 “年华易老， 技忆
永存” 的线上专题内容， 以及
推荐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音视频
和图书资源， 介绍非遗技艺。

北京市第一中学

延庆推出十大主题精品民宿

知名校友带动学校形成红色传统
全市首家社保就业“一窗通办”亮相广外

□本报记者 盛丽

线下读者体验日感受非遗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