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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辛桦

———东城区永外街道同心抗疫纪事

如何让思政课生动活跃起
来？ 教师对上好思政课有什么感
想？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丰台区深
化新时代思政课改革交流线上研
讨会上了解到，围绕“如何上好思
政课”与“行走的思政课”新时代
思政课取得的成果， 丰台区从学
生、教师、学校等层面进行了深入
交流研讨。

在过去一年里， 丰台区全面
推进深化新时代思政课改革，推
出“行走的思政课”9条精华路线，
比如长辛店一中把留法勤工俭学
预备班旧址打造成学校思政教育
的基石， 丽泽中学通过微党课打
造党建名片， 北京十二中打造十
二年一贯的思政共同体， 北舞附

中丰台实验小学通过冬奥在 “实
践中促进成长，浸润中生发情感，
大事中孕育情怀”的做法，给大家
留下深刻印象。

为了以更贴近学生、 融入生
活的方式开展青少年党史学习教
育，依托长辛店红色资源，丰台区
招募近300名共青团员、 少先队
员，组建起长辛店革命旧址“小小
红色讲解员”队伍，通过宣讲红色
故事，发扬红色传统。在访谈视频
中， 小小红色讲解员霍艺宁结合
自己在二七纪念馆的讲解经历，
讲述了对党史故事讲解的收获。
在短道速滑中起步摔倒却赢在终
点的马子惠同学表示， 是父母和
老师不断鼓励自己做事要坚持不

懈，勇于战胜困难，最终激励她在
赛场上步步超越， 这就是教育和
实践带给自己的成长。

如今，“行走的思政课” 已成
为丰台区的品牌课程、特色课程。
来自北京十二中的周子牧说 ，
“‘行走的思政课’ 不仅是参观行
走， 更强调书本外的实践对于学
习的作用。通过实践，我对以往在
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有了更加切身
的体会，深深地爱上了思政课。 ”

丰台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该区将打造“全要素”
“贯通式”“实践性” 思政课程体
系， 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走深走
实，以“大视野”“大格局”做好“大
思政课”建设。

丰台区打造“行走的思政课”
□本报记者 任洁

“能顺利找到一份如愿
的好工作 ， 确实不容易 。”
今年， 就读于北京大学软件
与微电子学院互联网金融专
业的马芸菲将要硕士毕业。
在去年10月14日的 “英才聚
昌” 线下招聘会中， 她对北
京未来科学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这家企业很中意， 并通
过后期的几轮沟通了解， 与
企业达成了就业意向。

“这已经是举办 ‘英才
聚昌’ 校园选聘活动的第三
年 ， 活动热度依然不减 。”
昌平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赶在毕业季， 昌平
区于2021年10月启动 “英才
聚昌” 校园选聘活动， 通过
公务员招录、 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和企业人才引进等方
式， 面向各高校招才引智。

为同时做好疫情防控和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2021
年11月起， “英才聚昌” 校
园选聘活动由线下逐渐转为
线上， 以 “云直播” “云指
导” 等形式呈现在毕业生面
前， 一部手机、 一台电脑就
能轻松找到合适的工作。

“每周四还举办一场
直 播 ， 像 医 药 健 康 产 业
专场直播带岗、 职业指导
直播、 人才政策宣讲、 云企
速递， 场场都有料、 干货不
重样。”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 ， 本届 “英才聚
昌” 校园选聘活动共举办
活 动 14 场 ， 209家企业参
加， 累计提供岗位7399个 ，
参与人数达6.5万 余 人 次 ，

接收简历904份。
除企业揽才以外， 昌平

区内各党政机关还为应届毕
业生提供了岗位实习见习的
机会。 “实习见习能让一些
政策范围内的求职者， 到较
为向往的机关事业单位、 企
业实际工作 ， 积累社会经
验 ， 从而达到锻炼目的 。 ”
该负责人介绍说。

北京联合大学人力资源
管理专业毕业的宋宇宁， 目
前在昌平区一机关单位见
习。 2021年毕业的她没有马
上找一家企业入职， 考虑再
三后， 决定通过见习了解党
政机关单位的工作环境， 为
报考公务员做好准备。 “我
希望能通过在基层工作， 扎
根家乡， 为家乡的发展作出
贡献。” 宋宇宁说。

在校地联动方面， 昌平
区出台 《实施 “校地联动 ”
促进 “校地融合 ” 工作方
案 》 ， 探 索 “三 类 融 合 机
制”。 “三类融合机制”， 即
建立校 地 合 作 联 动 机 制 、
高校成果就地转化机制和高
校人才资源对接机制。 “在
对接联动的过程中， 我们鼓
励和推动驻昌高校科技成
果 就 地 转化 ， 依托高校科
研团队力量， 吸引国内外高
水平人才团队聚集昌平 。 ”
负责人解释说。

近五年来， 全区引进创
新创业人才510余人 、 非京
生源毕业生3100余人。 昌平
正逐步成为人才向往之地、
集聚之地、 创业之地。

昌平“硬核”打造
创新创业人才集聚高地

提供实习岗位 校地携手联动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薄璐

“这个家园让我们共同守护”

精心：“把好第一道关，
绝不能掉链子”

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 返京
人员登记排查、 居家隔离人员入
户核酸检测、 集中隔离人员转运
对接作为社区防疫第一道关口，
信息准确是第一位的。 “社区疫
情防控是大事， 关键时刻我必须
扛起责任。 书记， 把工作交给我
吧！” 百荣嘉园社区90后社工李
娜主动请缨， 承担起重任。 “您

好， 我是咱社区的工作人员， 请
问 您 近 期 是 不 是 去 过 ××× ？ ”
“您好， 我是百荣嘉园社区工作
人员 ， 请问您是不是刚从××回
京？” ……同样的话， 李娜每天
都要说上几十遍甚至上百遍。 不
仅如此， 她还要做好居家观察人
员的服务保障工作， 核对信息、
做好登记， 解答相关政策等。 被
“警觉” 的居民当成骗子挂断电
话， 被不理解的居民责骂等情况
时有发生， 但她从不抱怨， 细心
解答， 用耐心传递着真情。 与此
同时， 为了更快更好地排查中高
风险人员情况， 李娜给自己配备
了电池续航长的笔记本电脑， 不
分时间、 不问场合， 她24小时电
脑不离身， 接到排查数据随时开
展工作， 和疫情赛跑。

今年是李娜入职的第10个年
头， 10年光阴让性格内向的她从
以前不爱说话的小姑娘变成现在
见到居民就主动嘘寒问暖的 “永
外铁军 ”。 李娜在社区 “实战 ”
中， 不仅锤炼了政治觉悟， 成为
了一名光荣的党员， 也提升了自

己为民服务的本领， 她最常说的
一句话就是 “请居民安心， 我一
定把好 ‘入口’ 关！”

热心：“抗疫不分你我，
能帮上忙最重要”

“我人都来了， 你就让我们
干点什么吧！” 辖区单位中国搜
索的职工、 东城区人大代表铁绍
菁不停地向永外街道百荣嘉园核
酸检测点的点长陈龙华请求派活
儿。近期，街道每天都要对重点人
群进行核酸检测，她上午路过时，
看到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 引导
居民喊的嗓子都嘶哑了， 回单位
后她心里就一直琢磨着：“我能为
他们做些什么呢 ？” 思前想后 ，
下午她带着一箱子热乎的咖啡，
召 集 起 单 位 的 几 个 年 轻 人 ，
“走， 跟我去做志愿者！”

就在陈龙华说 “心领了， 不
用了” 时， 旁边一位工作人员急
匆匆跑过来说： “书记， 咱这儿
的物资不够了， 得马上去运过来
一些。” “领导您看正好来活儿

了， 我们都有电动车，让我们去，
保证完成任务！ ” 铁绍菁赶忙说。
看着点上忙碌的人，陈龙华答应
了。 就这样， 铁绍菁和同事们做
起了 “闪送员”， 同时也开启了
中国搜索职工团队参与志愿服务
的大幕。

不仅如此， 辖区单位北京市
住房公积金中心的青年职工也主
动请战， 穿起蓝马甲， 加入到核
酸检测服务工作中来。 “请大家
戴 好 口 罩 ， 保 持 一 米 距 离 。 ”
“请您打开健康宝扫码。” “48小
时 内 接 种 过 新 冠 疫 苗 不 能 检
测。” …… “志愿蓝” 在现场引
导居民扫码测温 、 维护队伍秩
序 、 协助工作人员做起登记 。
“抗疫不分你我， 能帮上忙最重
要。” 志愿者们笑着说道。

暖心：“这个家园需要我
们共同守护”

阴霾的天让做核酸检测的小
广场没有一点阳光， 但前来做核
酸检测的人们却带来了一抹抹

“暖阳”。
“这大冷天的， 你们吃饭了

吗？” “大妈， 还没有呢！” 73岁
的刘大妈本想拉着小车去买菜，
在听到工作人员的否定回答后，
当即掏出兜里的买菜钱，说： “我
家还有点剩的 ， 今天不用买菜
了， 孩子你腿脚跑得快， 拿钱快
去吃饭吧！” 工作人员一边回绝
一边感谢。

“我是小区里的 ‘老人儿’，
您有什么需要告知大家的事儿发
给我， 我微信群里有好几百个社
区居民呢！ ”热心居民刘占荣看到
社区里每日忙碌的工作人员，主
动跑到社区报告自己的“优势”。

“阿姨， 这是今天在幼儿园
新学做的小花儿， 送给您， 您辛
苦了！” 社区两位4岁的小朋友送
来了美丽的 “小红花”。

“书记， 我给您送人和吃的
来了。” 辖区单位中京时代集团
董事长黄邦永和同事抱着两箱水
果来到社区，“我们人和吃的都留
下，干点力所能及的。这是咱共同
的家，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

新冠肺炎疫情出
现反弹势头 ， 在东城
区永外街道 ， 社区工
作者和社区居民上下
同心 ， 共同抗疫 ， 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上演
着 一 个 个 “ 爱 心 故
事 ” ， 犹如一股股暖
流， 温暖人心。

“太感谢你们了！ 快谢谢叔
叔阿姨们！” 抱着已两个月未见
的孩子， 西城区德胜街道新北社
区的柴女士长长地舒了口气。 3
月的北京， 春寒料峭， 柴女士却
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

当天一早， 新北社区工作人
员接到了一通特殊的求助电话。
来电人是辖区处于居家管控的柴
女士。 她表示， 小儿子寒假回内
蒙古姥爷家， 由于疫情， 未能及
时回京。 近日， 姥爷身体不适，
无力照看 ， 要将小儿子送回北
京。 “火车晚上8点就到北京站
了， 我现在居家管控， 爱人又出
国在外， 实在找不到可以接孩子
的亲友……” 柴女士语气里满是
担忧与焦急， 说着说着就哭了起
来。 新北社区党委书记满意当即

决定帮助柴女士解决困难， 一场
“送宝贝回家” 的温暖接力由此
拉开。

其实， 因为近期北京疫情的
反复 ， 新北社区人手也格外紧
张，经过人员情况衡量，最终安排
了家中同样有孩子的社工侯淼、
李胜乔负责接送孩子的任务。

“虽然从社区到北京站只有
十几公里，但是考虑到家长、孩子
的心情，还有北京晚高峰的路况，
我们俩提前开车出发， 提前一个
多小时就到站了。 ”侯淼介绍。 临
出发前， 书记反复嘱咐他们要保
障孩子的安全与需求， 注意疫情
防控不放松，做好消杀和防护。

在北京站， 侯淼和李胜乔时
刻关注着到站车次表， 每每有人
出站， 他们都会瞪大双目眺望，

生怕错过那个小小的身影。 终于
在当晚8点17分， 他们顺利地接
上了柴女士5岁的孩子， 并第一
时间与她视频联系确认。

也许因为长时间坐车， 也许
因为路上太过兴奋 ， 回家的路
上， 孩子睡着了。 到小区后， 望
着孩子睡梦中天真稚嫩的小脸，
侯淼轻轻把他背到了肩膀上。

寒夜里，一场温暖的接力，阔
别两个多月的母子终于团聚了，
看着两人相拥在一起开心的笑
脸，大家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 ”新北
社区党委书记满意告诉记者，“疫
情当前，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 解决居民的实
际困难，保障大家的切实需求，用
爱与责任温暖每一位居民。 ”

社工爱心接力温暖孩子回家路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卢珊

用爱与责任温暖每一位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