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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文明骑士团”成社区治理新力量
□本报记者 赵思远

多点联动
打造会馆演艺新空间

会馆建筑千姿百态， 会馆文
化包罗万象 ， 其反映的人文底
蕴、 精神价值、 时代风貌都体现
着文化的力量， 散发着独一无二
的气质品味。 颜料会馆、 临汾会
馆距今皆超过400年历史， 曾是
山西连接北京的重要场所， 集萃
了丰富的地域文化、 商贾文化、
梨园文化等。 台湾会馆是情牵两
岸的 “台胞之家”， 见证了台湾
同胞爱国爱乡的历史。 在元旦前
夕， 台湾会馆、 颜料会馆和临汾
会馆联动推出专题文艺演出， 通
过声乐表演、 器乐演奏、 魔术杂
耍、 相声曲艺等多种形式， 让会
馆旧址褪去历史尘埃， 展现出鲜
活生动的文化新貌 。 在临汾会
馆，魔术、滑稽表演、双人变脸、三

人猴戏这些清新质朴的民间艺
术，沉浸式表演、创新性表达，让
现作为北京会馆文化陈列馆 的
空 间 增 添 了 几 分 灵 动 鲜 活 的
色彩。 而台湾会馆举办的 “两岸
一家亲” 专场演出， 邀请李菁等
知名演员登台献艺， 为在京台胞
送上新年问候。 这些 “小而精”
“小而美” “小而雅” 的会馆演
出节目 ， 滋养着市民的精神世
界， 丰盈着观众们的精神生活。

坚守立场
擦亮“大戏看北京”新名片

东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
“会馆有戏” 不仅打通了会馆活
化利用 “最后一公里” 链条， 彰
显会馆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 也
是乘势而上打造 “大戏看北京”
文化名片服务百姓的应有之举。
会馆演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 让文化工作者深耕于东
城五色土 ， 一批批 “接地气 ”
“带露珠” “有温度” 的优秀作
品 ， 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
求。 也为东城 “戏剧之城” 建设
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成为“大戏
看北京”的最新表达。 同时，通过
提供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艺
术产品与服务， 形成吸引市民打
卡的文化新消费， 带动街区业态
转型升级。

创新实践
推出文化聚合新典范

文艺院团演出进会馆旧址，
推动文艺创造性转换、 创新性发
展 ， 挖掘诠释文物历史文化内
涵， 全面加速 “崇文争先”。 东
城区整合前门片区会馆文化资
源， 通过平台化运作引入更多团
队、 导入更多资源， 不断赋予会

馆旧址新的文化内涵。 通过积极
推动 “会馆有戏” 品牌建设， 在
颜料会馆、 临汾会馆先行先试、
先作先成， 努力探索会馆旧址
文物创新利用新模式。 颜料会
馆将在引入京演集团等国有院
团 优 质 演出内容开展常态化演
出的基础上， 围绕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联
动周边街区打造驻场演出与多元
文化IP。

据悉， 东城区将联动更多会
馆旧址、 特色街巷， 致力于打造
会馆演艺生态圈。 下一步， 将有
更多会馆空间 ， 通过 “一馆一
策” 做好统筹策划 ， 分步实现
演出等活化利用常态化。 同时，
将不断为会馆进行定向创作， 注
入形式更多元、 制作更精良、 互
动体验更丰富 、 审美品位更高
雅、 文化意蕴更丰富的优质文化
活动。

共建共治共享 “幸福花市”

□本报记者 盛丽

冬至后的北京寒风凛冽，然而位于西打磨厂街的临汾会馆内却宾客纷至、热闹非凡。 会馆展厅中，
猴戏、变脸、魔术、滑稽表演等民间艺术轮番上演，表演不设舞台，时而“美猴王”跃到观众眼前握手互
动，时而小丑艺术家为小朋友送上气球，沉浸式的表演赢得观者频频叫好。 未来，人们来到东城区，不仅
能在前门地区逛胡同、赏三里河美景，还能时常走进几百年历史的会馆旧址听戏观演。

通州玉桥街道推动社区治理出新招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多馆联动 东城区打造会馆演艺生态圈

“我爱养花 ， 但是不会上
网， 他帮我上网查资料以后， 我
花养得更好了！” 2021年12月29
日， 东花市街道开展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 “小哥与独居老人有个约
定” 行动启动仪式暨 “最美快递
员” 表彰大会活动， 活动以提升
民众生活为目标 ， 联合顺丰快
递 、 京东快递 、 邮政快递等公
司， 形成多方协同， 投身地区治
理， 助力和谐宜居花市建设。

一次结缘 成就爱的坚持

在东花市街道， 流传着一个
感人的故事。 一位名叫张义标的
顺丰速运快递员， 在2016年10月
完成一次送快递工作中， 结识了
独居老人吴弘。

“我在派送一票代收货款的
快件时， 敲门敲了很久才有人来
开。 开门的就是这位吴弘老人，
他腿脚不方便， 屋里也比较乱，
好像没人打扫的样子。” 老人生
活环境差， 又无人照顾， 让张义
标动了恻隐之心， 几经思考， 决
定抽出空余时间帮扶老人一把，

没想到， 这一坚持就是5年。
在东花市街道， 还有很多像

张义标这样的快递小哥， 他们利
用空闲时间， 默默地照顾生活有
困难的老人。 快递小哥默默奉献
的精神， 不仅感动了大家伙儿，
更让街道受到启发， 希望快递小
哥能够参与到街道建设中来。

活动现场， 顺丰快递、 京东
快递、 邮政快递公司代表纷纷表
示， 一定会做好快递站点 “门前
三包”， 维护街面环境， 快递小
哥在运送快递的过程中， 如果发
现环境卫生问题 ， 也会顺手解
决， 为花市社区治理尽一份力。

温暖传承 提供坚实后盾

提起小石灶， 东花市的快递
小哥都不陌生。 “花12元就能吃
到价值25元的营养自助午餐， 有
荤有素还有汤， 以后不仅每天都
能吃上热乎饭， 还可以随时到就
近的能量营休息， 充电饮水等，
真是太好了。” 顺丰速运快递小
哥张义标说。

为了方便快递小哥等户外劳

动者， 东花市街道组织协调街区
企业、 商户、 群众共同参与， 多
措并举， 实现了户外劳动者在街
道辖区 “热可纳凉、 冷可取暖、
雨可栖身 、 急可如厕 、 累可歇
脚、 伤可用药、 餐可优惠”。 有
很多像小石灶这样的企业， 成为
温暖传承的坚实后盾。 目前， 东
花市街道的大街小巷林立着11个
“花市骑手” 能量营， 同时大家
也可以通过 “服务骑手一网通”
小程序线上提出需求， 由党群服
务中心党委第一时间受理、 街道
牵头协调职能部门快速办理。 这
一系列举措， 让风雨兼程的快递
小哥们身暖心更暖。

“共建共治和谐街道环境，
需要每一个人参与， 快递小哥的
加入， 必定是双赢。 街道将继续
加强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
联系， 提升 ‘小哥’ 们的社区融
入感、 归属感和自豪感， 进一步
激活基层治理新活力， 开创地区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城市基层治理
和文明实践的新格局。” 东花市
街道相关负责人说道。

“能到北京上大学是我从小
的梦想， 却面临家庭经济困难的
苦恼。就在这个时候，学校向我伸
出了援手， 助学金解决了我面临
的最大困难。 ”来自中国地质大学
的受助学生努尔艾拉·斯马伊力
激动地说。近日，北京青少年基金
会 “公益合作伙伴” 揭牌仪式在
“中华老字号” 企业菜百股份举
行。据悉，从2000年的希望工程到
2012年开始的学子阳光项目，该
企业已连续22年定向资助在校学

生近千名，累计捐款达百万元。
希望工程北京发展中心、 北

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学子阳光首都家庭经济困
难优秀大学生扶助项目是为资助
在首都高校就读的优秀贫困大学
生而设立的公益项目， 菜百股份
通过该项目为中国地质大学 （北
京） 贫困大学生播下了希望与爱
心的种子， 筑起了梦想的长廊。

努尔艾拉·斯马伊力告诉记
者 ， 她出生在新疆一个偏远县

城， 虽然家庭经济条件不好， 但
她一直努力学习， 终于考上了中
国地质大学 。 在得到 “学子阳
光” 助学金的资助后， 她在学校
可以踏实学习， 课余时间参加志
愿活动。 “正是因为有了关心和
爱护我们的国家、 学校、 企业和
爱心人士， 我们才能有机会在学
校里安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今
后， 我要争取早日服务社会， 不
辜负那些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
过我的人的期望。”

随着一双灵巧的手来回挥
洒 ， 屏幕上的画面不断变换 ，
演绎着轨道交通安检的发展与
变迁， 一幅幅安检变化发展的
历程由沙画表演者不断呈现出
来 ， 引来了阵阵喝彩 。 近日 ，
由北京市交通委、 市公共交通
安全保卫总队主办， 北京京港
地铁有限公司承办的 “北京市
轨道交通反恐防恐社会宣传暨
第十一届安检宣传活动” 线上
安检展正式启动。

自2008年以来 ， 本市地铁
安检实施已有十多年， 安检工
作也从单一的物品安检到全路
网人物同检， 再到地铁与铁路
安检互认。 本次活动通过直播
的方式， 与网友及乘客就北京
市轨道交通安检发展历程 、 安
检检出成果进行互动与交流 。
乘客可以通过观看本次安检展
直播， 更加具体地了解安检工
作的历史沿革、 禁带物品目录
及安全出行知识。

“老字号”企业为梦想接力 22年资助千名贫困生

快递小哥与独居老人的最美约定
“送快递的同时， 将社区

问题和不文明行为随手上传到
APP上 ， 既有存在感 ， 又有奖
品领， 何乐而不为呢？” 常在通
州区玉桥街道送快递的快递员
韩少慧手拿 “玉见 ” APP奖励
给自己的护膝、 手套， 向记者
自豪地展示。

在玉桥街道， 像韩少慧一
样的快递员已经有50多位， 组
成了机动性强、 推动社区共建
和社区治理的 “文明骑士团”。
这是玉桥街道结合快递员与居
民 “最后一米 ” 的距离优势 ，
推动街道、 社区精细化之旅的
创新之举。

玉桥街道党工委书记孙雪
松介绍， “文明骑士团” 的成
员既是快递员， 又是方针政策
宣传员、 安全隐患排查员、 环
境卫生巡逻员、 公共文明宣传
员、 社情民意信息员， 他们发
挥 “流动探头” 作用， 将发现、
收集的问题拍下记录， 上传到
街道的 “玉见 ” APP上 ， 街道
便会立即协调社区等相关部门
寻求解决办法。

建成已将近20年的格兰晴
天小区，因为韩少慧在APP上传
了 “随手拍”， 使得街道给南门
附近的 “搓板路” 铺上了沥青，
不仅便利了居民散步， 更让自
己的送快递之路平坦多了。 截
至目前， “文明骑士团” 成员
已发现涉及安全隐患、 环境卫
生、 社情民意各类问题40余个，
成为了街道里我为群众办实事、
未诉先办的“前哨”和“先行军”。

为了让 “文明骑士团” 持
续发力， 吸引更多人加入进来，
街道在成员保障和成员关怀上
也下了不少功夫。 据介绍， 街
道建立了季度 “五星” 评选机
制， 设定量化指标， 给予物质
和精神奖励，还将星级骑士纳入
年度“玉桥好人”表彰体系。 同
时，街道在辖区内打造了3处“小
哥驿站”，小哥们不仅可以歇脚、
饮水、充电，还能免费借用气筒、
雨伞等工具。针对有些小区楼号
排序不规律的情况，街道还为小
哥制作了指引地图，很多居民还
组成“志愿护骑队”在社区内为
快递员义务指路。

精彩沙画演绎轨道交通安检发展
□本报记者 陈艺 陈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