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逢春不游乐， 但恐是痴人。” 随着春意渐浓， 徒步、 露营等户
外运动也随着天气的逐渐回暖持续升温， 并带火了登山杖、 登山包、
冲锋衣等户外装备的消费热潮， “户外经济” 展现出蓬勃活力。

实习记者 曹立栋 摄影报道

““户户外外经经济济””消消费费热热

老年助餐服务 ， 是老年群
体关心的 “关键小事”， 也是事
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 昨天，
记者从昌平区委社会工委区民
政局了解到 ， 今年 ， 昌平区将
新建10家老年餐桌 ， 让老人在
家门口就能吃上“暖心”饭菜，安
享幸福时光。 截至目前，昌平区
已建成84家老年餐桌，老年餐桌
点位实现全区镇街全覆盖。

荤素搭配 、 馒头发糕 、 稀
粥汤羹……天通苑北街道西二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养老小饭
桌 ”上线 ，解决了老人们 “吃饭
难”的问题。 “养老小饭桌”位于
社区10号楼附近，面积60余平方
米，分为取餐、就餐等多个区域，
简洁明亮，宽敞又温暖 ，还配备
有电视机、饮水机等设施 ，就餐
氛围温馨又幸福。

临近中午 ， 天通苑北街道

西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 “养
老小饭桌 ” 内 ， 不少老人正有
序排队等待取餐 ， 65岁的马先
生就是其中之一 。 干净整洁的
环境 、 荤素搭配的饭菜 、 热情
周到 的 服 务 让 马 先 生 成 为 了
“养老小饭桌” 的常客。 “这个
小饭桌开得特别好 ， 方便老年
人 ， 我们直接刷养老助残卡就
餐 ， 饭菜既可口又实惠 ， 吃得
饱还吃得好。” 马先生对 “养老
小饭桌” 赞不绝口。

“‘养老小饭桌’ 秉承健康
饮食的理念 ， 所有饭菜少油少
盐、 软烂适中， 营养搭配均衡，
更加贴合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
实际需求 。 我们还会收集老人
们的意见 ， 尽可能满足他们的
需求。” 天通苑北街道西二社区
养老服务驿站负责人胡大柱介
绍 ， “养老小饭桌 ” 饭菜每天

不重样 ， 还会根据老人的建议
和习惯调整菜谱。

据了解 ， 近年来 ， 昌平区
致力完善全区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 ， 以多种形式推进老年
餐桌助餐服务 ， 下大力气解决
高龄 、 空巢 、 残疾 、 生活困难
等弱势群体老年人 “吃饭难 ”
问题 ， 让老人们享受到 “舌尖
上的幸福晚年”。 “下一步， 还
将稳步推进养老助餐点建设 ，
加大养老助餐扶持力度 ， 不断
丰富老年餐桌助餐服务形式 ，
扩大老年餐桌的服务范围 ， 提
升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 ， 切实
解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昌平
区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朱颖表示，
该区还将对已建成养老助餐点
点位开展日常安全检查，助力各
点位做好为老助餐工作，切实提
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星月

怀匠心耕耘 秉初心创造

□本报记者 余翠平/文 实习记者 曹立栋/摄

从一张设计图纸， 到一件立
体、 精美的样衣， 服装制版师用
一双巧手 “裁剪” 时尚风云， 链
接起服装的创意和生产……在第
三 届 “北 京 大 工 匠 ” 选 树 活
动———服装制版师比赛现场， 选
手们纷纷拿出看家本领， 八仙过
海， 各显神通， 比拼服装制版技
艺。 比赛现场气氛紧张、 热烈，
最终将根据综合成绩排名推荐第
三届 “北京大工匠” 服装制版师
工种建议人选。

据比赛裁判长、 中央美术学
院副教授李宁介绍， 比赛分为两
天进行， 实操比赛包括立体裁剪
和平面制版。 在立体剪裁环节，
选手需要依据现场提供的服装正
面图完成坯布服装造型、 全身的
立体裁剪及拼合。 随后依据图片
正面的款式风格对后背造型进行
自主设计。 在平面制版环节， 选
手需要将完成的立体裁剪作品进
行平面拓版， 并完成一套工业样

板 ， 按照制版要求进行样板标
示。 完成制版后， 选手要将立体
造型拼合完整展示在人台上并与
工业样板一同提交。 随后还有专
业笔试， 选手们依据立体剪裁作

品的造型与风格， 为作品设计一
款相同系列的女装作品。 最终根
据基础条件、 个人答辩、 理论考
试、 现场实操比赛综合成绩进行
排名。

李宁表示， 服装设计师画出
服装设计图后， 如何将设计图转
化为真正的服装产品， 起到衔接
和桥梁作用的就是服装制版师。
服装制版师既需要具备和设计师
合作的审美、 设计能力， 同时也
要具备把服装设计图转化成服装
产品的技术能力。 “在这次比赛
里， 我们综合考察了服装制版师
多方面的能力， 包括基础理论考
核， 比如对人体的研究， 对服装
版型号型的熟悉， 同时从技术上
考核了立体裁剪和平面裁剪， 考
察了他们将设计图转换成服装样
板的能力。 可以说既考核技术能
力， 也考核在技术基础上的设计
能力，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跟设
计师更好的合作， 开发出更多具
有创意性的服装产品。”

对于参赛选手， 李宁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 “这次选手的综合
实力和综合水准都很高， 既有经
验丰富、 在服装行业工作了很多

年的资深制版师， 也有参加过国
际服装技术和设计比赛的年轻获
奖选手。 他们来自于不同服装行
业 ， 有礼服设计 、 外贸产品设
计， 还有正装、 职业装设计， 他
们在比赛中的表现都很不错。”

“这次比赛难度挺大， 考核
比较全面， 不仅考核心理素质，
也考核综合技能， 我觉得比赛的
形式非常好， 值得推广。” 在服
装制版行业深耕近30年的参赛选
手 、 北京京工集团服装有限公
司制版师卢希利表示。 “能跟这
么多优秀的同行一起同台比拼，
机会难得， 收获很大， 对于提高
自己的技艺非常有帮助。” 北京
市工贸技师学院教师胡萍说。

第三届“北京大工匠”选树活动之服装制版师比赛：

当前正值春耕生产时节 ，
化肥、 农膜等农资商品进入销
售旺季。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在
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 销售领
域双管齐下， 全力确保辖区内
农资市场经营秩序规范有序。

近日，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来到辖区内唯一的一
家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单位———
北京丰隆温室科技有限公司 。
在公司负责人带领下， 执法人
员进入车间， 向对方索要了原
料的进货台账及检验记录 ， 与
正在使用的原料进行一一比对，
确保所用生产原料来源正规可
追溯。 在对已经生产好的农膜

成品进行检查时 ， 执法人员认
真检查了外包装上的产品标签，
逐一核对产品的型号 、 长度 、
厚度 、 宽度等每一条信息 。 随
后 ， 执法人员来到公司的计量
检测室 ， 随机选取一款农膜 ，
监督公司检验人员用专业拉伸
试验机对该农膜的拉伸强度 、
断裂伸长率等指标进行现场检
测 ， 检测结果符合相关国家标
准 ， 并与公司的检验数值完全
一致。

据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产品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何
艳艳介绍 ， 除了全力做好农资
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 ， 他们还

全面加强了农资销售单位的日
常监管 ， 要求商家在销售时要
建立农资进销货台账 ， 所售农
膜 、 化肥必须达到国家标准 ，
并通过组织质量抽检的方式严
格把牢质量关口。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广
大农户 ， 购买农资产品一定要
选择具备经营资质 、 信誉良好
的商家 ， 购买过程中要详细查
看产品外包装的相关信息是否
齐全和规范， 切莫购买 “三无”
产品和问题散装产品 ， 同时不
要忘记向经营者索要消费凭证，
以备在产生消费纠纷后作为维
权证据使用。

□本报记者 赵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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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巧手“裁剪”时尚风云

北控集团援建“绿水青山空气监测站”

近日， 北控集团旗下京仪集
团承建的密云区冯家峪镇“绿水
青山空气监测站”正式揭牌启用，
为对口帮扶的冯家峪镇再添一
套价值 30万元的空气质量监控
系统，助力冯家峪镇共同守护好
山好水好生态， 打造高质量的首
都后花园， 助力乡村振兴。

该系统在冯家峪镇的下营
村、 西白莲峪村、 三岔口村、 朱
家峪村等6个村和镇政府设7个监
测站点， 安装3块显示屏， 动态
实时显示监测点位的负氧离子、
颗粒物 、 臭氧 、 温湿度 、 二氧
化碳浓度等数据 ， 可以让前来
观光的游客更好地了解冯家峪镇
空气质量， 把冯家峪负氧离子含
量高 、 空气质量好的 “天然氧
吧” 特色更加凸显。

“绿水青山空气监测站” 产

品列入 “北京绿色产业项目库”
首批技术产品和应用案例， 融入
了物联网传感器监测、 大数据等
技术， 可用于清新空气质量 （负
氧离子、 PM2.5、 臭氧）、 低碳指
数 （二氧化碳）、 舒适度 （温度、
湿度） 等多类监测指标的24小时
实时动态监测， 全面掌握空气质
量现状及变化趋势， 提升人民对
健康生活、 对美丽宜居家园的幸
福感。

下一步， 北控集团将持续打
好产业、 就业、 教育、 消费和党
建帮扶 “组合拳”， 加大产业帮
扶和消费帮扶， 注重民生改善，
完善协作机制， 以更加精准化、
特色化、 可持续化的帮扶方式，
推动对口帮扶向更深层次、 更高
水平、 更宽领域发展， 不断提升
帮扶工作水平。

□本报记者 马超

打造高质量首都后花园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严把农资市场质量关口

昌平区今年将新建10家老年餐桌

检查农资市场 护航春耕生产

家门口安享“舌尖上的幸福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