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市近2万学生
参与科技创客活动

近日， 在安贞街道 “践行初
心使命 激励安贞前行 ” 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现场亲历者
宣讲会上， 五位参加了国庆庆典
活动的居民现场向地区百位机关
党员、 社区党员代表分享参加国
庆庆典的经历。

据了解， 这次庆典活动中 ，
安贞地区共派出了近百人的队伍
参加到阅兵、 游行、 联欢的队伍
中， 他们克服各种困难， 把全部
精力投入到国庆庆典中来。

王殿生老人是安贞里社区居
民， 也是一位退伍老兵， 此次他
作为 “致敬” 方队的一员， 坐在
花车上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这

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这样重大的
活动， 1949年5月我成为一名人
民解放军到今年参加革命已经70
多年， 亲眼看到祖国建设取得的
重大成果， 看到了人民的幸福生
活， 感到由衷地高兴。” 他说。

马风玲今年25岁， 来自福建
大厦， 她作为女民兵代表参加了
国庆庆典。 “这7个月， 大家都
甘做不怕苦不怕累的女汉子。 当
走过天安门时， 这一切都是值得
的， 这段经历终将成为一辈子美
好的回忆。”

来自群众游行方队， 地区唯
一一位参加 “从严治党” 方队的
队员是安华里社区党委书记侯

兵； “50” 后的代表， 来自 “当
家作主” 方队， 方队中年龄最大
的一位 “朝阳群众” 夏兰； 交谊
舞协会的领头羊， 在国庆联欢晚
会上翩翩起舞的边锦莉， 他们纷
纷上台， 生动地讲述自己关于国
庆的故事和心情， 他们感人至深
的故事深深地感染着大家， 赢得
了现场的一阵阵掌声。

国庆有我
★

★ ★

★★

近日， 北京市扶贫支援办 、
首都文明办共同举办了 “大爱北
京” ———北京扶贫协作奖事迹报
告会暨 “北京榜样·扶贫之星 ”
选树活动启动仪式。 获得全国脱
贫攻坚奖和北京市扶贫协作奖的
援藏干部宋萌 、 援疆干部倪遥
远、 援青干部赵长松、 赴内蒙古
挂职干部邵奎东、 赴河北挂职干
部李昕和北京商鲲教育控股集
团、 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
代表先后上台宣讲， 讲述他们在

脱贫攻坚一线舍小家、 为大家，
无私奉献的情怀。

北京作为首都， 承担着8省
区90个旗县扶贫支援任务， 目前
初步形成了具有北京特色的扶贫
模式。 2018年北京市助力受援地
25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69万贫困
人口脱贫， 考核结果位居全国前
列 ， 形成了一批可复制 、 可推
广、 可持续的北京经验。

活动现场， 北京市扶贫支援
办、 首都文明办还启动了 “北京榜

样·扶贫之星” 选树活动。 “扶贫之
星” 将作为 “北京榜样” 的子品牌，
选树扶贫支援战线和各界人士参与
脱贫攻坚的先进典型。

近年来， 北京市积极调动社
会各方面力量， 努力构建政府、
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工作格
局， 完善 “人人皆愿为、 人人皆
可为、 人人皆能为” 的社会扶贫
参与机制 。 仅 2019年 ， 全市有
1463家企业及社会组织踊跃捐款
捐物， 捐赠价值总额4.9亿元。

冯家峪镇“甜蜜事业”对接精准帮扶

□本报记者 马超

□本报记者 刘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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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奥之区”石景山亮相2019冬博会1463家京企今年捐助贫困地区4.9亿元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周世杰／摄

昌平苹果擂台赛开战

近日， 记者从密云区冯家峪
镇第二届 “割蜜节” 上获悉， 经
过近3年的不懈努力， 冯家峪镇
共发展82户低收入户参与到中华
蜜蜂的饲养当中， 逐步引导和帮
助低收入户实现脱贫致富。

据了解， 冯家峪镇位于密云
区西北部 ， 全镇山场面积27万
亩 ， 林木生态覆盖率达 89.1% 。
丰富的自然资源， 为饲养中华蜜
蜂提供了优良的蜜源基础。 2016
年该镇党委 、 政府把养蜂列入
“十三五规划”。 将中蜂养殖确定
为冯家峪培育休闲农业、 生态农
业 “1+4” 产业中的主导产业 。
2017年在一级区冯家峪镇建成中
华蜜蜂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也有
全国最大的崖壁蜂场， 在悬崖上

悬挂600个蜂箱， 保护濒危中华
蜂。

“随着中华蜜蜂产业的不断
发展， 冯家峪镇将中蜂产业与精
准帮扶相结合， 采取 ‘合作社+
贫困户’ 的运营模式， 精准地投
入到本地区低收入户帮扶工作中
去。”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每年，
冯家峪镇政府与合作社工作人员
都派专人到有能力的低收入家
庭， 耐心做好动员工作， 帮助他
们打消各种顾虑， 引导他们从事
中蜂养殖。 凡是加入合作社的低
收入蜂农， 都实施一对一重点帮
扶， 确保让他们能够尝到养蜂的
甜头。

2017年， 冯家峪镇召开低收
入户养蜂大会， 全镇59个低收入

户， 与北京保峪岭养蜂合作社签
订低收入户养蜂脱贫协议书， 尝
试自力更生实现脱低致富。 59户
低收入户产蜜8100公斤， 户均增
收6800元。 2018年冯家峪镇又新
增23个低收入户加入到养蜂行
列， 平均每周一次的培训让很多
初涉养蜂行业的蜂农们迅速成长
和成熟。

截至目前， 冯家峪镇共发展
82户低收入户进行中华蜜蜂的饲
养， 同时为他们无偿配发中蜂蜂
群共计4150群， 合作社免费提供
技术服务， 解决新手养蜂出现的
“不敢养蜂、 不会养蜂、 不能养
蜂” 三不问题， 把党和政府的扶
贫政策不折不扣落实下去。 低收
入户所产中蜂蜜， 由合作社全部

统一收购， 并且按照合作社法规
定， 每年按照成员的交易额进行
二次分红。 通过养殖中华蜂， 冯
家峪镇吴天林、 刘凤平、 彭明军
等一批低收入户很快脱了贫， 过
上了幸福美满生活。

相关新闻：
“蜘蛛人” 悬崖割蜜，

游客现场尝鲜

悬崖割蜜是密云区冯家峪镇
第二届 “割蜜节” 上的重头戏，
采蜜人化身 “蜘蛛人”， 悬挂在
峭 壁 上 割 蜜 ， 场 面 十 分 惊 艳
惊险。

据了解， 冯家峪镇采取保护
和营造中蜂生存条件对其进行保

护性开发， 继中华蜜蜂养殖沟传
统树桶饲养后， 北京保峪岭养蜂
专业合作社将保护本土中华蜜蜂
野生习性这一特点放在了首位，
着重打造适合本地中蜂生存和发
展的特色崖壁饲养。 在西口外村
建成全国首屈一指的中华蜜蜂崖
壁蜂场， 在悬崖上悬挂近600个
蜂箱， 让中华蜜蜂回归自然， 酿
出名副其实的 “百花蜜”。 远远
望去， 高山崖壁上悬挂着数百个
蜂箱甚是壮观。

活动现场， 除了 “蜘蛛人 ”
悬崖割蜜的场景引来无数游客围
观外， 游客还可以现场品尝到刚
刚采来的新鲜蜂蜜， 以及由蜂蜜
制作出来的蛋糕、 甜点等美味食
品， 一饱口福。

安贞参加国庆庆典活动居民谈感受

近日， 记者从石景山区获
悉， 近日， 2019国际冬季运动
（北京） 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
开幕， 石景山区作为北京三个
“双奥之区 ” 之一 ， 亮相冬博
会。 石景山展区搭建了真冰冰
壶体验场地供冰雪爱好者体验。

石景山近400平方米的展区
紧扣冰雪主题， 从滑雪大跳台、
滑冰赛道、 新首钢大桥中提取
设计元素， 整体造型如冰雪运
动过后留下的运动轨迹， “速
度感” 贯穿整个展台， 展现富
有冬奥运动之感的石景山。 展
台色调采用国际简约白辅以生
态绿 、 运动蓝 ， 凸显 “双奥 ”
石景山的体育竞技活力， 四面
开放的设计蕴意石景山以开放
之姿迎接冬奥、 欢迎八方来客。

展区中， 石景山将传统展示
与智能科技相结合， 设置服务保
障冬奥、 城市功能提升、 全民冰
雪普及、 产业融合发展、 非遗文
化传承等多个特色板块， 展示石
景山区借势冬奥转型发展的丰硕
成果。 在保留精美别致的雪花盘
扣、 剪纸等非遗文化展品外， 引
入区内企业自主开发的产品技术，
增加了智能机器人、 滑雪VR/AR
互动体验、 实时翻译等智能科技
内容。

展会期间， 石景山专场还
举办了推介会活动， 以“燃梦冰
雪·共铸双奥之区” 为主题， 来
自体育、 金融、 冰雪行业以及
芬兰、 挪威等国家的200余位嘉
宾到场， 共商未来石景山冰雪
产业发展。

10月19日， 北京·昌平第十
六届苹果文化节开幕。 开幕式
上举办了苹果擂台赛， 同时还
推出4条优质采摘休闲线路。

擂台赛共收到来自昌平10
个镇（街）果农选送的226份参赛
样品，包含富士、王林、金冠、红
星、国光等19个品种。 此次还推
出的4条优质采摘休闲线路不仅
有采摘和观光，同时品尝昌平特
色农家饭。

本届苹果文化节于11月底
结束， 采摘观光之余， 市民还
可享受参与特色活动的乐趣 。

包括摄影采风大赛、 “乐享苹
安·快乐骑行”、 “苹有乾坤·果
有天地” 苹果嘉年华等多个主
题活动。 形式以摄影采风、 骑
行等为主 ， 更有短视频拍摄 、
网红直播等趣味环节。

据了解 ， 截至 2018年底 ，
昌平区苹果种植面积达到2.5万
亩， 主要分布在10个镇街、 118
个村 ， 涉及农户2623户 。 2019
年预计总产量1500万公斤左右，
已连续13年产值突破亿元， 已
经成为农民增收致富最稳定的
渠道之一。

作为本市规模最大的中小学
生科技创新教育活动和全国领先
的中小学生科技创新盛会， 由市
教委主办的北京市中小学生科技
创客活动上周末举办， 吸引了全
市16个区400余所学校近2万人参
与。 本次活动还增加了创客影像
纪录展评、 创新教育论坛和创客
作品文化交流， 邀请国内外、 大
中小学校的专家学者、 校长教师
围绕创新教育开展研讨。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丁柏明 摄影报道

82户低收入户变身养蜂人实现脱贫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