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思远

8月30日， 通州区2022年食
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北京环球度
假区城市大道正式启动。 食品安
全宣传周期间， 通州区市场监管
局将通过食品安全进企业、 进校
园、 进社区等形式， 线上线下宣
传食品安全成效、 普及食品安全
知识， 全力营造人人关注食品安
全、 人人参与食品安全的良好氛
围。

启动仪式现场， 通州区市场
监管局工作人员面对面解答群众

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 北京环球
度假区食品安全团队工作人员现
场演示了食品快速检测全过程。

长期以来， 通州区坚持 “四
个最严” 原则， 全面维护和优化
副中心有序、 统一、 安全的市场
环境 ， 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
系， 引导带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
展， 不断创新管理模式， 引导各
界共同参与， 努力营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食品安全工作新格局。 同
时积极围绕群众关心关切， 不断

提升消费维权的能力和水平， 副
中心的市场秩序和食品安全消费
环境得到不断优化。

据了解， 通州区已被列为第
四批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创建推荐
城市， 目前正以 “首善标准” 紧
锣密鼓地开展创建工作。 通州区
市场监管局表示， 将以此次食品
安全宣传周为契机， 不断提高食
品安全治理能力， 提升人民群众
安全感和满意度， 确保创建工作
取得实效。

片区改造让老旧小区变身“幸福院落”

□本报记者 陈曦

本周六起对公众开放

2022年 中 国 国 际 服 务 贸
易交易会31日正式开幕 ，社会
公众可于9月3日至5日前往国
家 会 议 中 心 和 首 钢 园 两 个 展
区 一 览 国 内 国 际 服 务 贸 易 的
前沿成果 。 无论是在国家会议
中心会场 ， 还是首钢园会场 ，
各种项目设置 、布展都进行了
精心设计 ， 观展逛展的同时 ，
可 以 让 参 观 者 拥 有 身 临 其 境
般的感受 。

戴上VR眼镜享受现场“观赛”

据悉， 今年， 国家会议中心
的综合展区全面增强了展览展示
的互动性、体验性和行业引领性。
此次服贸会的展台上， 高通带来
了全新“元宇宙”互动体验，VR眼
镜一体机通过专门构建的5G专
网和边缘服务器， 直接操控大型
云端应用， 让现场观众可以通过
多个视角身临其境般观看一场足
球赛， 实现了沉浸式虚实融合的
观赛体验。

此外， 参观者还有机会在国
家会议中心会场里 ， 欣赏河图
AR虚实融合带来的栩栩如生的
敦煌壁画， 感受英特尔为冬奥会
开发的机器视觉和人工智能系统
等科技元素， 体验一把东方甄选
“知识型带货直播” 等， 感受科
技进步中崛起的中国服务力量。

炫彩光影再现文化园“前世今生”

近年来， 北京文化产业园区
蓬勃发展 ， 涌现出了莱锦文创
园 、 北 京 坊 、 郎 园 Vintage、
751D·PARK北京时尚创意广场、
首钢文化产业园等一批优质文化
产业园区。

“北京文化产业园区已经逐
渐发展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地、
城市更新的承载地、 文化科技融
合的创新地、 优质文化企业的集
聚地、 市民文化消费的打卡地。”
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服贸会的
首钢园会场文旅服务专题展上，
北京市级文化产业园区将得到集

中展示。 10家由老旧厂房改造的
园区， 通过炫彩光影装置， 将再
现文化产业园区的前世今生， 带
参观者瞬间 “穿越”。

“正乙祠”前幻听牡丹亭

今年火爆京城的 “大戏看北
京”“会馆有戏” 以及北京人艺70
周年院庆线上展演等文化演艺新
业态也都出现在了服贸会首钢园
会场。 据悉， “会馆有戏” 打造
出的一批具有京味儿文化与传统
文化特色的人文新地标———八大
会馆将在展区集中亮相， 特别是
复刻的正乙祠牌楼， 让参观者感
受中国传统文化沉浸式体验的独
特魅力。

正乙祠戏楼位于北京市西城
区前门西河沿街220号， 是北京
最知名的戏楼之一， 也是中国最
老的保存基本完好的纯木结构戏
楼， 被誉为 “中国戏楼活化石”。
经过精心修缮， 今年， 正乙祠戏
楼重张开业， 并举办2022年 “会

馆有戏” 京彩西城演出季活动，
上演了经典昆曲剧目 《牡丹亭》。

借助模拟机 “参加”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上 ， 激烈的赛
事、 精彩的解说， 点燃了人们对
于冬季体育运动的热情。 作为本
届服贸会面积最大的专题展区，
体育服务专题打造了22200平方
米的线下展示区域， 包括两个室
内展馆和两个室外展馆。 参观者
可借助滑雪模拟机和VR眼镜等
科技体验多种冰雪运动。

在各体育展馆中， 观众可以
体验马术、 击剑、 水上桨板和冰
雪运动等以往少有的运动。 来自
奥地利、 意大利、 日本、 加拿大
等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体育品
牌 ， 将展示各种运动器材和装
备， 部分赛事展馆还将邀请相关
赛事冠军与观众互动。

“在让观众了解、 体验各项
运动后， 我们最终还是希望以会
兴产， 通过发放优惠券等方法促

进体育产业消费， 鼓励消费者购
买体育用品和到线下的场馆去参
与运动。” 相关负责人表示。

身临其境体验数字建造

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
将展示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
建设流程， 集科普性和专业性于
一体， 其中数智科技将带领参观
者沉浸式体验数字建造， 感受建
筑业前沿科技成果。

“科技感” 和 “智能化” 是
整个工程建筑专题展的两个关键
词。 参观者不仅能够触摸大屏、
欣赏沙盘， 还可以现场体验VR、
AR可穿戴设备。 相关负责人介
绍 ， 专题展还有元宇宙 、 建筑
3D打印机 、 智能家具 、 智能机
器人、 安全防护体验等多样化的
互动体验设备， 增强人们身临其
境的体验感。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8月31日， 东城区灯市口
小学和北京景山学校的学生在
返校报到时惊喜地发现， 他们
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灯市
口北巷上多了一条亮丽的 “彩
虹步道”， 它将在充分发挥交
通安全保障作用的同时进一步
节省家长的接送时间， 为这两
所学校近3000名小学生及其家
长送学之路提供便利。

“彩虹步道” 南起灯市口
大街， 北至灯市口小学门口，
并向西延伸与大鹁鸽胡同相
接。 这条街每天有近3000名小
学生上下学 ， 加上接送的家
长， 机动车、 非机动车混行，
容易出现交通拥堵 等 安 全 问
题 。 暑假里 ， 在多位东城区
政协委员的建议下， 东华门街
道联合区交通支队 、 区城管
委、 区教委等部门和两所学校
精心设计筹划， 在灯市口北巷
铺设 “彩虹步道” 作为学生专
用入校通道， 成为守护首都核
心区中小学生入校的一项惠民
举措。

“彩虹步道” 启用后， 每
天上下学时间段将禁止停放各
类机动车及非机动车， 各类车

辆均不得碾压、 借道通行。 教
师和家长志愿者将在彩虹步道
起点， 以及步道和便道之间值
守， 护导学生的安全， 并劝导
家长以 “彩虹步道” 为起点，
让孩子独立行走到校。

灯市口小学校长吴健介
绍， 在 “彩虹步道” 启用的同
时， 长期毗邻的两所学校和少
先队组织首次采用联合倡议的
方式， 向全体家长和小学生发
出安全倡议， 并联合组建了家
长志愿者队伍， 从起点、 过程
到校门全程护导孩子步行入
校， 并在终点做好两校学生的
有序分流。 今后， 两所学校的
学生找到任何一位教师、 家长
志愿者 ， 都会得到守护和帮
助。

据了解， 灯市口小学一直
有组建家长志愿者守护学生上
下学路队的传统， 本次将与景
山学校一起以 “彩虹步道” 的
启用为契机， 小手拉大手， 做
好家校社协同育人， 培养孩子
的自理、 自立能力， 增强自我
安全意识， 让 “彩虹步道” 真
正成为孩子们上学路上的一条
安全道、 舒心道、 文明道。

清运190多吨垃圾、 腾出500
多平方米空间……近期， 在丰台
区马家堡街道西里第一社区， 一
个始建于1992年、 现有4378户的
老旧小区完成片区改造。 街道、
社区工作人员齐心协力， 通过悉
心疏导居民 ， 推动拆迁整治工
作， 昔日的 “老旧小区” 变身为
“幸福院落”， 让百姓收获实实在
在的幸福感。

圈地种菜、 私搭乱建、 堆物
堆料……在媒体的监督报道下，
西里第一小区杂乱的居住环境被
曝光。 “有种伤疤被揭开、 家丑
被外扬的心酸与难过， 这样的环
境， 居民住着难受， 我这心里更
不好受。” 调任这里任职不满两
年的社区书记牛丽说道， 她下定
决心要为西里第一社区居住环境
做 “减法”。 于是， 带着手机中
存好的曝光视频， 牛丽和街道城
管办副主任马文升又一次敲响了
存在严重违建问题的居民杨阿姨
家的大门。

在此之前 ， 该街道城管办 、
环境科与社区工作人员已经先后

十几次来到杨阿姨家中进行劝说
引导 ， 为的都是同一件事 。 原
来， 这位快70岁的老人在32号楼
旁建了脱离楼体的违建， 面积有
近50平方米， 这一度成为了周边
街坊领居的心头之患。

一进门， 马文升说： “杨阿
姨， 通过我们的排查， 您的违建
占压了埋在地下的燃气管道， 这
可太危险了 ， 必须马上搬离 。”
看到杨阿姨还是迟疑和犹豫， 牛
丽给杨阿姨看了媒体曝光的视频
中脏乱差的西里第一社区， 然后
说： “杨阿姨， 您看看这还是您
刚搬来时候的小区吗？ 现在小区
里的违建这么多 ， 您要是带个
头 ， 保准比我们劝说十次都管
用。” 杨阿姨久久没有说话， 过
了一会儿， 她说： “我们小区变
成现在这样我也有责任， 拆， 今
天就拆。”

本来还在观望的邻居们看到
杨阿姨放下了固执， 也纷纷开始
动手拆除自家篱笆墙 。 50平方
米、 100平方米、 150平方米……
正式拆除前， 32号楼旁已经空出

了不少地方。
到了正式拆除的日子， 现场

来了很多居民， 都想看看片区清
理后的样子。 街道工作人员一边
维护现场秩序， 一边指挥拆违后
的垃圾清运工作。 随着承载4吨
的清运车拉走了满满48车垃圾，
近500多平方米的空地一下子腾
空了， 地下的燃气管道也不再被
占压。

西里第一社区成功拆违提升
了大家的信心与士气， 这个环境
卫生本在全街道排倒数的社区成
功拆违、 整治环境的经验传开，
马家堡街道迅速在辖区内开启了
自查自纠的大整改， 将存在同样
情况的其他社区 “硬骨头” 逐一
啃下。

整治 “破旧 ” 的阵痛 ， 是
“新生” 的机遇。 近日， 马家堡
街道和社区将后续的整治提上重
要日程， 不仅要改善小区整体环
境， 对整治后的土地进行 “留白
增绿” 和合理利用， 还要结合创
城创卫、 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
让老旧小区早日旧貌换新颜。

□本报记者 余翠平 通讯员 李冉

2022服贸会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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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步道” 护导学生上学路

通州区启动2022年食品安全宣传周

解决孩子上学“最后一百米”问题丰台区马家堡街道以“心”换“新”

■关注服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