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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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通讯员 张馨予 王一彤

“到基层一线去 ， 走进社
区， 做社区工作， 倾听老百姓身
边的故事， 感受 ‘接诉即办’ 工
作的苦辣酸甜……” 近日， 清华
大学在校研究生们组成的和义街
道实践支队来到丰台区和义街道
开展清华学子走进社区活动。

据了解， 和义街道和义东里
第三社区位于南苑路和义段东
侧， 这里是和义地区最早的居民
小区， 房屋建成于20世纪80年代
初，是典型的老旧小区。 “我们站
在居民角度思考工作， 什么问题
都能解决。 比如刚刚接到的这个
件， 居民反映家中漏雨。 其实，
该栋楼几乎年年都有漏雨问题，
是社区头疼的问题之一……” 听
着社区书记的介绍， 看着厚厚的

“接诉即办” 工作手册， 公共管
理学院博士王印琪主动请缨， 和
社区工作者们一起去实地解决问
题。

上午10点， “您好， 我是咱
们东里第三社区工作者王印琪，
这次您的件我为您处理……” 第
一次穿社区的蓝马甲， 第一次以
社区工作者的身份参与社区治
理， 一起爬着 “老破小” 的居民
楼， 潮湿闷热的天气下， 大家的
衣服不一会就被汗水浸湿。 在现
场， 几位同学和施工工人们讲解
施工解决方案， 填埋楼体缝隙，
在楼顶铺设好沥青毡子， 缓解漏
雨问题。 之后， 他们又迅速和清
华土木工程专业同学一起进行网
上 “云处理”， 通过了解政策又

联系丰台区住建部门申报危险
楼体建设专项资金， 申请楼体
专项解决楼体漏水根本问题。 中
午1点， 问题圆满解决。

据和义街道工作人员介绍，
街道组织清华学子走进辖区企
业、 社区， 一方面引导青年学子
将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祖国建设
之中， 把在校学习到的知识理论
与切实解决居民生活中的问题结
合起来， 给予广大学子一个实践
锻炼的平台。 同时， 街道也希望
通过这一活动， 让广大学子认识
丰台、 了解和义、 未来有机会能
够留在丰台发展， 以青年的朝气
锐气， 在丰台区倍增追赶合作发
展中， 发挥自己的光与热， 绽放
出最美的青春。

位于石景山区的首钢园是西
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一个独特节
点， 它既是北京工业辉煌历史的
见证者， 同时也是北京冬奥会自
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
的举办地， 近年来， 首钢园紧紧
围绕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打
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历
史机遇， 深入做好文化复兴、 产
业复兴、 生态复兴、 活力复兴，
使首钢园成为世界网红打卡地和
展示首都工业文化、 冬奥文化和
创新文化的新地标。

百年首钢焕发崭新生命力

近日， 记者探访首钢园时看
到， 山、 水、 冬奥、 科幻、 工业
遗存等元素在这里相得益彰， 交
相辉映。 可以说， 百年首钢真正
焕发了崭新的生命力， 首钢园变
成了集科技、 文旅、 体育、 娱乐
等多业态于一身的世界级网红打
卡地。

登上首钢滑雪大跳台， 感受
冬奥冠军同款高度； 漫步空中步
道， 一步一景令人心旷神怡； 徜
徉六工汇， 体验一站式吃喝玩乐
游购等多元生活方式； 在全民畅
读书店读一本喜欢的书、 在首钢

文创店买一件独有的伴手礼； 到
RE睿·国际创忆馆参观沉浸式光
影艺术展； 在首钢极限公园玩滑
板、 攀岩， 体验超级刺激； 享受
首钢园香格里拉酒店的五星级品
质住宿和多元特色服务， 倍感不
虚此行； 打卡全球首例双塔斜拉
钢构组合体系桥， 惊叹横跨绿水
清波之上的新首钢大桥巧夺天
工， 白天飘逸灵动， 夜晚如梦似
幻， 吸引人们流连忘返。

首钢滑雪大跳台年底将
再迎国际赛事

首钢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个
和工业遗产再利用结合的奥运场
馆。进入后冬奥时期，首钢滑雪大
跳台并不会按照“国际惯例”被拆
除， 而是作为世界首例永久性保
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满
足多层次需求， 在一年四季得到
充分利用， 努力成为冬奥遗产赛
后可持续利用的典范： 在政府部
门支持下， 申办单板及自由式滑
雪大跳台世界杯等国际赛事，争
取成为世界杯中国站的永久会
址，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经过各
方努力，2023-2024赛季国际雪联
单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

将于2023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
在首钢滑雪大跳台举办。

同时， 利用造雪季与专业机
构联手策划举办相关活动， 吸引
更多年轻人参与体验。 北京冬奥
会后首个雪季， 首钢滑雪大跳台
策划举办了 “冰雪汇” 大众冰雪
嘉年华活动， 吸引游客5.6万人。
此外， 充分考虑极限运动所拥有
的时尚潮流特质 ， 瞄准青年客
群， 打造极限运动赛事IP； 举办
户外音乐会、 光影秀、 首发首秀
等综合演艺活动； 作为冬奥文旅

的重要内容， 开发有关场景与活
动， 建成首钢滑雪大跳台展室，
大力传播冬奥文化和北京冬奥精
神， 让场馆融入大众生活。 据统
计， 首钢滑雪大跳台向社会开放
以来， 参观游客已超过100万人
次。

“三高炉” 成网红新地标

“三高炉” 是首钢第一座容
积超过2500立方米的现代化大型
高炉， 凝结着北京这座城市的工

业记忆 ， 被誉为 “功勋高炉 ”。
2010年停产 ， 2018年完成改造 ，
采用 “封存旧 、 拆除余 、 织补
新” 手法， 保留高炉本体、 热风
炉、 重力除尘器等核心构筑物，
利用场地高差进行整体设计开
发， 实现工业与自然和谐统一。
现已成为重要的全球首发中心和
网红打卡地。

RE睿·国际创忆馆位于首钢
园北七筒区域， 基于原首钢炼铁
厂储料仓四号筒工业遗产改造而
成， 于2020年7月正式营业 ， 是
全球首个以 “文化遗产+数字创
意” 为内核的沉浸交互体验馆 。
致力于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
认知与传承展示， 将历史文化、
工业遗产和现代科技进行融合，
以开放的视角、 多元的体验、 独
特的空间感受， 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注入新动能。
通过全域影像、 数控声场、 XR
等技术， 融合 “重返·万园之园”
“发现·北京中轴线” “不止·钢
铁 ” 等多个沉浸式交互展览内
容， 将这座曾经的工业筒仓变身
为穿越时空舱， 置身其中仿佛走
入历史与未来交融的科幻世界，
在自由探索中带来身临其境的感
受。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陈艺/摄

首钢园成首都文化新地标

延庆四海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大集“鸣锣开市”

近日， 延庆区四海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大集启动。 来自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农商行四海分理
处等18个镇机关部门 “摆摊设
点”， 推出歌舞汇演、 政策宣传、
办事咨询、 便民服务、 专家问诊
等10大类共80多个服务项目。

活动现场， 20个服务台整齐
排列， 设置答疑解惑咨询区、 政
策推广展示区、 惠民益民服务区
三大区域， 方便村民咨询。 “我
的情况能够申请残疾补贴吗 ？”
“我的社保这样交可以吗？” 这些
问题在残联民生等服务台最为火
爆； 文明城区创建答题则吸引了
众多群众参与垃圾分类、 文明言
行等有奖问答。

本次大集 ， 来自医生 、 律
师、 公务员、 大学生、 文艺骨干
等不同群体的50多名志愿者云集
于此， 用专业知识和技能， 为群
众身边的大事小情 “出谋划策”，

为村民遇到的疑难困惑 “开方抓
药”。 不到半天时间， 吸引群众
2000多人次 、 提供信息咨询500
多人次、 开展医疗问询150多人
次、 发放各类宣传材料1.5万份。

值得一提的是， 备受群众欢
迎的中医 “大篷车” 开进大集。
针对农村地区老年人较多不方便
就医问题， 延庆区把门诊搬到了
群众 “家门口”， 提供诊疗、 检
查、 开药等全过程医疗服务， 群
众可以在 “大篷车 ” 里做心电
图、 开展针灸理疗， 现场通过医
保网络中端， 实时挂号就医并实
现医保结算。

“我们将把新时代文明实践
大集作为服务群众、 凝聚群众的
重要载体， 每季度开展一次， 在
内容形式上不断完善 、 不断提
升， 入村入户收集、 了解群众在
生产生活中的需求。” 延庆区四
海镇镇长代强说。

中医“大篷车”可实时就医并实现医保结算

滑雪大跳台参观游客累计超百万人次

清华学子化身社工 “接诉即办”为民解难

近日 ， “深入生活 扎根
人民———国家大剧院百场公益
演出 ” 活动走进北京公交集
团， 用一场视听盛宴慰问广大
公交一线职工。 共有230余名
来自运营一线的职工代表现场
观看演出。

本报记者 盛丽
通讯员 李响 摄影报道

公益演出
走进北京公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