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随着春节临近， 年味也越来
越浓。 与往年不同的是， 根据首
都疫情防控的需要， 今年不少市
民响应 “非必要不出京， 在京过
大年” 的号召， 选择原地过年。
“小年” 将至， 市民纷纷把置办
年货提上了日程。 市场内环境消
杀是否措施到位？ 货品供应是否
充足 ？ 食品是否安全放心 ？ 近
日， 记者跟随朝阳区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来到盒马鲜生北京首店
十里堡店一探究竟。

“体温正常， 请通行。” 在
超市门口， 红外线测温仪正在对
进店顾客检测体温。 每一名顾客
在进店前， 工作人员都要求扫码
登记个人信息和测量体温， 无异
常才能进入。 “电梯扶手、 购物
车、 商品货架等区域必须及时定
期消杀， 工作人员在岗期间要保
持清洁卫生， 时刻佩戴口罩， 努
力为顾客提供安全 、 舒适 、 健
康、 放心的购物环境。” 八里庄

食药所所长贝群对店内工作人员
强调。

走进店内， 货架上各种蔬菜
水果琳琅满目， 不少顾客正在有
序选购。 “蔬菜价格可以接受，我
平时两三天就来采购一圈， 随吃
随买，也不囤菜。 ”市民王先生说。

自疫情发生以来， 超市已成
为居民生活重要的补给站。 “公
司高度关注各类商品尤其是民生
类、 生鲜类商品库存， 同时要求
采购部持续关注民生类商品、 防
疫物资库存 ， 尽量保障顾客需
求 。 目前 ， 所有门店店内米 、
面、 粮油等民生必需品储备量充
足。” 北京盒马公共事务总监朴
明子告诉记者， “我们已经加大
直采基地备货量 ， 保证 ‘菜篮
子’ 量足价稳， 尤其是土豆、 大
白菜、 西红柿等基础民生菜， 力
求货源充足、 通道畅通。”

海鲜水产类产品最受消费者
喜爱。在生鲜区，鲍鱼、多宝鱼、鲈

鱼等活力十足， 顾客可以自助挑
选。 “海鲜从哪儿进货？ 看一下您
的票据。 ”执法人员李琼对进货单
等相关票据进行了核验， 并仔细
查看了海鲜产品的情况。

进口冷链食品敢不敢买 ，是
很多消费者关心的问题。 在超市
的冷藏柜边， 记者看到冷链食品
上均附有“北京追溯”二维码。 贝
群拿起一份进口冷链食品， 打开
手机里的 “北京追溯” 小程序扫
码，就显示出了商品编码、批次号
等信息。 “没有检验检疫证明、核
酸检测报告、消毒证明、追溯信息
的进口冷冻冷藏肉类、水产品，一
律不得经营销售。 ”贝群提示超市
负责人。

这段时间， 贝群和所里的同
事每天都忙碌到夜里。 “这是我们
市场监管人的职责， 更是我们的
使命”，贝群说，“能让百姓安心购
物过年，咱们累点也值了。” 贝群
说。

让市民购物有温度又安全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探访朝阳区市场食品安全状况

在天坛街道昭亨社区居民的
家中， 几乎都有一张红色的特殊
存折，这是“悦读空间”的读书存
折。1月28日， 天坛街道昭亨书香
社区正式揭牌， 一年一度的读书
存折“提现”也如约进行。

“这次我们社区获第十届书
香中国·北京阅读季 ‘书香社区’
称号， 听说全东城就我们一家。”
昭亨社区居民刘成香说。 居民黄
松 玲 以 最 高 的 存 折 积 分 获 得
“2020年度社区优秀阅读者 ”称

号，她说：“社区的‘阅读共享’空
间特别棒，文化沙龙、手作课堂、
主题讲座，这些我都喜欢参加。”

记者看到， 每位优秀阅读者
都获得了坛根儿巧艺班编织的枫
叶流苏书签。“读书存折的积分既
能获得表彰， 也可兑换坛根儿巧
艺班的手工作品。此外，巧艺班的
作品进行义卖， 收入全部用于补
贴困难家庭及投入到后续开展的
持续培训工作中。”天坛街道社区
建设办公室副主任丁延虹说。

天坛街道昭亨书香社区读书存折“提现”

□本报记者 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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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连续22天的奋战， 由北
京天坛医院20名队员组成的北京
市第一支援冀核酸检测医疗队圆
满完成任务，返回北京。 22天里，
医疗队共完成核酸检测3.4万余
管，8.7万余人份， 为当地疫情防
控做出重要贡献。

1月30日15点30分许，医疗队
员乘坐的大巴车缓缓开进北京天
坛医院，“深情欢送北京天坛医院
援冀核酸检验队”“向援南英雄致
敬”，车身上的横幅记录着邢台人
民对医疗队的深情厚谊。 车还没
停稳， 等待的人群中就发出一阵
阵欢呼，同事、家人来不及等着队

员们下车，就涌上前去。由于疫情
防控的要求，刚从“火线”下来的
队员们不能直接和亲人拥抱，相
隔数米距离， 大家急切地寻找着
队伍中熟悉的面孔挥手致意。

“22天日夜奋战，医疗队不辱
使命， 高质高效地完成了党和国
家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此时此
刻，医疗队队长、北京天坛医院检
验科主任张国军长舒了一口气。

1月9日晚， 到达邢台市南宫
市中医院后， 医疗队员们连夜奋
战， 从零开始建立起一个标准的
核酸检测实验室， 并建立完整的
管理体系。在到达当地28小时后，

医疗队顺利发出第一批核酸检测
结果。 初到南宫时队员日均行走
两万步， 实验室搭建完成后经常
“连轴转”地工作，为了“早一分钟
确诊”， 医疗队没有任何人退缩。
队内8名党员成立党员突击队，在
他们的感召下，8名队员火线递交
入党申请书。

回到北京后， 医疗队员们将
进行集中隔离。 短短的欢迎仪式
后， 他们重新登车， 前往隔离地
点。 “我们一定安心休整，修养身
心尽快回归工作岗位， 为首都疫
情防控和京津冀联防联控作出新
的贡献。 ”张国军说。

特殊时期， 如何引导学生度
过一个安全、 健康、 有意义的寒
假， 成了密云教委关注的头等大
事。 区教委及相关业务科室结合
“同心抗疫健成长 喜迎新春乐实
践”主题，设置了生命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生态文
明教育、劳动教育、养成教育等活
动指导板块，指导家长、学生从实
际出发， 科学合理安排学生的假
期生活。各校也结合实际，因时因
地因人指导， 力求让这个假期过
得健康快乐而又丰富多彩。

自制“牛味”春联 学做年夜饭
密云区第四小学是北京市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特色学校。
上学期末， 学校开发了 《品味文
化，“牛”年“牛”气》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在2021年寒假期间实施。活
动课程设置了牛年说牛 、 新年
“家”装、最“牛”年夜饭、新年“福”
说等内容，引导学生了解“年、钱、
福” 等字的起源和演变， 以及与
“年”相关的神话传说；自制春联、
门神、窗花等物，为家营造新年氛
围； 参与年夜饭的准备与制作过

程，有头有尾完整地做一条鱼；原
创新年祝福短信、制作新年贺卡、
学写 “百福” 等活动， 走进中国
“福”文化。

“牛年的寒假活动，一定会让
学生的‘年’过得丰富有趣，激发
学生对中国民俗文化的热爱与传
承 ， 感受中国年文化的独特魅
力。”活动课主创、指导教师刘秋
媛说。

裁纸、研磨、精选春联……每
到寒假，特别是临近春节，都是密
云区东邵渠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
最忙碌的时刻。 作为北京市书法
特色学校，编春联、写春联、贴春
联是该校的传统特色项目。 孩子
们搜集资料，针对春联的起源、传
说、分类等内容，制作成一份份精
美的手抄报。读春联、选春联、写
春联、送春联，亲手把自己写的春
联贴在家门上，拍成创意照片，利
用微信上交，开学后集中评选、颁
奖展示。“活动中我感受到书法的
魅力，我觉得很牛。”学校小书法
家冉子萱说。

密云区第二中学的 “内高
班”，是密云区唯一在校过春节的

群体，让学生度过平安、有序、充
实的假期是学校的重要任务。特
殊时期， 学校把精彩活动主要放
在校内，除了篮球投篮接力、呼拉
圈团队接力、袋鼠跳、五人六足等
趣味文体活动外， 还组织学生贴
春联、布置宿舍，把宿舍装扮得温
馨靓丽，有了“家”的氛围。

线上观鸟 做知鸟“牛人”
“下大雪的那天晚上，镇政府

救助了两只大天鹅。”“两只白头
鹎在学校楼下的灌丛里孵出了一
窝小宝宝。”“爸爸给我买了望远
镜 ， 假期里我们经常在村里观
鸟。”说到观鸟和鸟类，密云区大
城子学校的孩子们如数家珍。

寒假伊始， 大城子学校线上
学习鸟类知识《鸟类图鉴》、鸟类
知识竞赛、观鸟摄影、书画、诗歌
创作大赛、观鸟“牛”人秀等实践
活动陆续开启。作为“北京市金鹏
科技团” 的密云区大城子学校是
一所九年一贯制农村校， 借助当
地丰富的野生鸟类资源， 依托校
本课程、观鸟社团、观鸟竞赛、区
域野生鸟类实地调查等实践平

台，学校开展了 “科普观鸟 与爱
同行”科普活动。

“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开展丰
富多彩的观鸟活动， 让学生深刻
感悟生物的多样性， 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重要， 也认识到密云地
区生态环境的优越。”密云区大城
子学校观鸟社团辅导员吴井平
说， 假期观鸟活动将帮助学生成
为知鸟、爱鸟、护鸟的小达人。

“牛气”起来 师生互致亲笔信
“孩子们，假期里别忘了自己

的舞蹈特长， 开学还要以舞会友
呢 ， 记得抽出时间做一些家务
哦。”寒假里，密云区北庄镇中心
小学校长王春艳亲笔为全校学生
写了一封信。作为以“舞”立校的
山区小学，这个学校人人会跳舞，
假期可忙的事真不少。

“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最
有效的管理是自我管理， 别放过
任何一个让青春耀眼的机会。”密
云区第三中学班主任郭珊珊致信
学生殷殷。寒假刚至，该校师生书
信往来不断， 这就是学校开展的
寒假“五个一”特色活动之一———

学生和老师互写一封亲笔信。见
字如面， 书信成为师生心灵沟通
的桥梁。同时，密云第三中学还组
织了做一次“一对一”云家访、每
周读一篇心理健康报、 听一节爱
国主义微团课、 假期里读一本好
书等活动，保证学生的身心“牛”
气起来。

参与志愿劳动 养成健
牛一般的体魄

成为一名垃圾分类志愿服务
者是北京交大附中密云分校学生
陈芊月的心愿。寒假里，她戴上手
套，拿着夹子，身穿学校定制的志
愿者专属服装， 在小区垃圾桶前
值守，引导居民践行垃圾分类，还
体验到垃圾分类管理员的辛勤不
易，深深感受到志愿劳动的自豪。

此外， 密云区还在全区中小
学开展 “每日一次收拾自己的房
间、 每周一次帮助父母做适量的
家务、 每月和父母一次亲子劳动
实践、学习一项生活技能”等家庭
劳动教育“四个一”活动，养成独
立健康的生活习惯和健壮的体魄
将是这个寒假最“牛”的事。

□本报记者 任洁

天坛医院援冀核酸检测医疗队回京

牛年·牛味·牛人

马坊镇为留京过年职工保供“菜篮子”

临近春节， 平谷区马坊镇河
北村果蔬基地的蔬菜温室大棚内
一派忙碌景象， 丰收的喜悦在这
里弥漫升腾。 从市区来的家长带
着孩子参与农事体验，十分开心。

走进河北村种植户张凤苹的
温棚中，茴香、韭菜、绿甘蓝……
10多种蔬菜，散发着独有的清香。
针对春节假期特点， 为抓好疫情
防控工作， 北京市提倡广大职工
群众留京过年， 马坊镇自产的多
种本地蔬菜陆续上市， 保障留京
过年职工“菜篮子”供应充足。

在马坊镇像张凤苹这样依靠
温室大棚种植果品蔬菜增收致富

的不在少数， 记者从马坊镇农业
农村办公室获悉，目前，全镇共计
1707栋温室大棚， 主要分布在河
北村、二条街村、英城村、梨羊村
等16个村，主产茴香、水萝卜、草
莓、蟠桃、葡萄等蔬菜果品。

平谷区马坊镇高度重视三农
工作，严把农产品质量关，不断提
高农民收入。 定期邀请专家地头
授课， 为果农菜农开展种植管理
技术培训， 全面提高种植管理和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水平。 区农
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定
期对温室果品和蔬菜进行抽样检
测，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马超

———密云教委玩转“牛”事助学生欢度寒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