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2025年，依托图
书馆、书城、书店、学校、
企业、酒店、医院、园区、
公园、 家庭等建立1000
个共读点， 形成全民阅
读网络。 ”日前，北京市
丰台区出台 《关于深入
推进新时代书香丰台建
设工作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构
建以公共图书馆、 实体
书店、职工书屋、基层书
屋为支撑的 “15分钟公
共阅读服务体系”，全方
位为市民打造 “书香丰
台”。

□本报记者 余翠平 通讯员 赵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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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李佳欣

在我国第23个全民国防教育
日到来之际， 北京团市委组织来
自祖国南海的优秀 “天涯哨兵”
代表及其父母前往清华大学， 举
办以 “守卫绿色岛礁 经略蓝色
海洋 坚定红色信仰 ” 为主题的
宣讲报告会 。 9名 “天涯哨兵 ”
代表讲述了一代代西沙官兵爱国
爱岛、 乐守天涯的感人事迹， 为
来自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北京体育大学的近500名师
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西沙小
岛， 西沙官兵因此有了一个特殊
的称号———天涯哨兵。 一代代西
沙官兵与海为伴， 坚定对党绝对
忠诚的政治信仰， 厚植 “有国才
有家” 的家国情怀， 许下 “一家
不圆万家圆” 的庄严承诺。 3名
官兵代表的宣讲展现了天涯哨兵
舍小家为大家， 将美好青春献给
国防事业的精神品质， 让在场的
每一个人深受感动。

在西沙， 上岛就是上战场、
守岛就是守阵地， 宁失生命不丢

寸海。 面对 “建设新质海军、 打
赢高端海战” 的时代召唤， 西沙
官兵全时待战， 随时能战。 3名
官兵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岗位、 哨
位、 战位中的经历和体会， 让现
场观众直观地感受到天涯哨兵舍
生忘死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

天涯哨兵既有不畏强敌的气
概，也有爱海爱民的情怀。 3名官
兵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守岛的同时
保护岛屿及周边海域生态， 自学
修理技术帮助我驻岛群众和过往
船只的小事大爱。

据了解， 北京团市委与解放
军西沙某部自2013年开始合作共
建， 每年邀请优秀 “天涯哨兵”
代表及其父母来京开展 “英雄父
母首都行”活动，通过宣讲、座谈
等形式， 举办天涯哨兵与首都各
界青少年面对面活动， 让首都广
大青少年了解、学习 “爱国爱岛、
乐守天涯” 的初心使命， 同时增
强守岛官兵的职业荣誉感和官兵
父母的自豪感， 让青少年思想引
领和双拥共建实现双向奔赴。

近日， 市住建委公布了2023
年第二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
名单， 涉及8个区、 222个项目、
765栋楼， 其中西城区13个小区、
25栋楼纳入改造计划。 各项目改
造内容结合小区居民改造意愿进
行确认， 包括危旧楼改建、 节能
保温综合改造、 单项改造及小区
环境整治提升等方面。

今年西城区计划新开工31个
小区、 35万平方米， 新完工15个
小区、 15万平方米。 西城区住建
委结合 “红墙先锋工程” 和 “双
提升” 工程， 不断提升职工队伍
素质能力和工作效能水平， 全力
推动惠民工程落地实施。 截至8

月份， 该区已完成新开工23个小
区、 30万平方米， 新完工11个小
区、 约14万平方米， 并同步完成
今年38个小区、 约49万平方米的
市级申报审批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 北京市核心
区唯一一个试点社区———广外街
道小马厂西社区纳入全国完整社
区试点范围。下一步，由各街道按
照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相关工作
要求，补齐设施短板，推动全区完
整社区建设迈上新台阶。 西城区
首个以“央地合作”模式推进实施
的央企华能集团玉桃园小区改造
项目， 目前已完成4栋楼外墙保
温、 33趟上下水改造， 6部电梯

加装工作同步积极推进中。
此外， 截至8月份， 全区老

楼加装电梯新开工27部、 新完工
13部， 并同步打造了核心区首个
规模化 、 100%加梯的小马厂南
里项目和5部电梯同步竣工的里
仁东街项目等老楼加装电梯 “西
城样本”。

下一步， 西城区住建委将按
照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实施计划，
梳理更新全区老旧小区基础信
息， 由属地街道结合居民改造意
愿， 将需改造的老旧小区全部纳
入区级改造项目储备库， 分批列
入改造计划， 不断提升老旧小区
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建立共读点1000个

《实施意见》 提出加大主题
阅读引领、 加强优质阅读内容供
给、 抓好重点阅读活动推广、 完
善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
等九项重点任务。 到2025年， 将
通过制定实施全民阅读工作行动
计划， 深入推进新时代 “书香丰
台 ” 建设 ， 为推动书香京城建

设、 推动全社会形成浓郁书香营
造良好氛围。

在完善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和
服务体系方面， 丰台区将推动实
体书店高质量发展 ， 通过 “书
店+阅读” 模式， 扶持建设一批
区域知名度高 、 创新发展能力
强、 特色鲜明突出、 具有示范引
领作用的实体书店。 优化完善基
层阅读服务网络， 推进全区性公
共数字阅读服务网络体系建设，
推动数字阅读互联互通和资源共
享。 推进职工书屋提档升级， 注
重打造多个国家级、 北京市级标
准的职工示范书屋。

丰台区将注重培育和打造特
色阅读空间， 推动公共图书馆、
社区 （村 ） 阅览室 、 农家书屋
（益民书屋）、 职工书屋等基层阅
读空间与文化活动中心、 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 党群服务中心、
青少年活动中心、 实体书店等综
合性公共服务场所联动发展， 实
现资源共享、 功能融合和活动互
通， 打造一批深受市民群众喜爱
的 “家门口的阅读空间”， 构建
以公共图书馆、 实体书店、 职工
书屋、 基层书屋为支撑的15分钟
公共阅读服务体系。

《实施意见》 提出要建立和
发挥馆校 （店校） 阅读联盟平台

作用， 推进公共图书馆、 实体书
店与校园阅读活动联动， 为学生
提供适宜、 优质、 多样、 健康的
阅 读 资 源 ， 服 务 学 生 处 处 可
读、 时时可读， 推进书香校园建
设。

丰台区将推进 “阅读+” 多
元发展， 支持实体书店与酒店、
影院、 餐饮、 文创等休闲文化产
业联动发展， 推进阅读与景区景
点、 商圈、 园区、 街区、 酒店等
多元融合， 打造集阅读学习、 展
览展示、 文化交流、 聚会休闲、
创意生活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
验消费场所 ， 让阅读嵌入市民
“生活圈”。

“15分钟阅读圈” 初见成效

据介绍， 近年来， 丰台区持
续打造 “15分钟阅读圈”， 通过
多种模式创新， 将城市各个角落
的实体书店、 图书馆、 益民书屋
等与老旧房屋改造和综合利用等
城市更新工作相结合， 在全区打
造了大小不一、 不同规模、 各具
特色的新型公共阅读空间 。 目
前， 全区共有公共图书馆26家，
包含2个区级公共图书馆， 24个
街镇级图书分馆， 建成的24个街
镇图书馆总面积达 5800余平方

米 、 馆藏图书总量达31.9万册 、
阅览坐席900余个。

不少阅读空间在为市民提供
综合性阅读服务的同时， 也为京
城涂抹上一道道文化亮色， 成为
文化新地标。 这其中 ， 2021年6
月启用的丰台区图书馆大红门
馆， 是利用 “疏整促” 成果打造
的 “政务服务+文化服务” 深度
融合、 多功能一体的智能化、 数
字化现代图书馆。 丰台区图书馆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馆 内 采 用
“藏、 借、 阅、 自助服务、 咨询”
一体化服务模式， 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 通过搭
建 “一个智脑、 两个延伸、 三类
应用、 综合智能支撑” 一体化智
慧平台， 建设了读者服务、 资源
建设、 业务运营、 应用支撑、 数
据信息五大管理系统， “对上可
直连首都图书馆， 对下与街镇分
馆实现互联互通”。 经过两年多
的运行， 大红门馆形成了相对固
定的阅读群体 ， 平均每天接待
2500名读者。

此外， 各街镇图书分馆也各
具特色 、 各呈亮点 。 卢沟桥街
道、 宛平地区、 云岗街道、 长辛
店街道等7个分馆采取政企合作
的建设模式， 利用第三方优质资
源打造以休闲阅读服务为主的阅

读新模式。 宛平街道拆违建提质
改建的特色阅读空间 “晓阅时
光、 宛平记忆”， 连续多年被评
为阅读北京十佳优读空间。 还有
北宫镇的 “辛阅驿站”、 大红门
街道的 “红书房”、 南苑街道的
“雅南书苑”、 方庄地区的 “勤学
室” 等13个分馆充分发挥综合文
化中心和党群活动中心职能， 以
大红门南中轴文化、 南苑金中都
文化、 二七红色文化、 河西古镇
文化、 马西右戏曲文化、 花乡花
卉文化为特点建设特色馆藏， 提
升文化品牌效益。

据了解 ， 除阅读空间建设
外， 丰台区还将抓好阅读内容建
设， 将集聚跨系统、 多类型优秀
阅读资源， 搭建多种类、 多样性
阅读服务平台， 以 “五项工程、
四项计划、 四项活动” 为抓手，
推荐1000本精品好书、 建立1000
个阅读点、 开展100场主题阅读
活动、 打造100个特色品牌 、 评
选100个优秀阅读项目、 培育100
个优秀阅读推广人， 在全区大力
营造爱读书、 读好书、 善读书的
浓厚氛围， 引导公众提升阅读兴
趣， 养成阅读习惯， 提高阅读能
力， 提升 “书香丰台” 阅读品牌
影响力，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新期待。

日前， 记者从昌平区市场监
管局了解到， 昌平区市场监管局
实践创新登记制度， 进一步拓宽
企业出资方式， 探索支持 “知识
产权使用权” 出资， 并在全市范
围内率先完成 “知识产权使用
权” 出资方式试点企业登记， 进
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日前， 北京安医脑脑科技有
限公司以 “知识产权使用权” 出
资的方式成功办理设立登记， 成
为昌平区首家以 “知识产权使用
权” 出资的企业。 据介绍， 该公
司由北京未名脑脑科技有限公司
和北京安医汇脑医学科技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设立， 其中北京安医

汇脑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以 “知识
产权使用权” 出资30万元， 今后
将基于多维、 多组学生物标志物
抑郁症精准用药AI辅助诊断等内
容开展医疗项目合作。

记者了解到，以“知识产权使
用权” 作价出资是对现行出资方
式的创新， 可使知识产权权利人
参与从科技研发到产品转化的全
过程，以获得更大的市场效益，进
一步提高企业、产业、地方创新的
活力， 实现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
创造 、运用 、保护 、管理和服务 。
“以‘知识产权使用权’作为出资
方式， 对于医疗机构方来说可以
快速获得市场化支持， 对于我们

企业来说可以快速提升企业价
值、扩大市场影响，加速企业创新
发展进程。 ”北京未名脑脑科技有
限公司创始人兼CEO高妍表示。

探索 “支持知识产权使用
权” 出资， 是落实北京市优化营
商环境6.0政策的重要创新举措。
为确保 “知识产权使用权” 出资
改革试点任务落地见效， 昌平区
市场监管局提前介入， 与北京安
医脑脑科技有限公司建立沟通机
制， 安排专人进行对接指导， 从
前期材料预审到营业执照核发，
全程实时跟进， 为企业提供专业
性服务， 真正实现了一次填报、
快速审批、 即时办结。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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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官兵代表赴清华大学宣讲守岛故事

丰台区构建“15分钟公共阅读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