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护学生平安出行

水烧开就能给出提示音的智
能测温锅盖、 能自动升降的纸巾
盒、 能减少龋齿发生的盐水漱口
设备……近日， 北京市朝阳区实
验小学展示了全校师生获得的40
余项国家专利项目。 这些项目涉
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实用新型
专利 、 外观设计专利等不同类
型， 发明者既有干部教师， 也有
师生联合， 还有学生独立自主完
成， 展现了学校在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方面进行的实践与探索。

儿童青少年时期是创造性人
才成长的关键时期。 朝阳区实验
小学提出要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通过研发科技类课程， 开展丰富
多彩的科技活动， 培养学生的观
察能力、 动手能力、 独立思考能
力和创新能力， 点亮科学梦想。

早在2008年， 该校就在校长
陈立华的带领下设计了一整套数

字化校园系统， 2009年， 系统成
功获得国家专利项目， 开启师生
的发明创造热潮。

为培养学生的兴趣， 给学生
更多选择的机会， 学校开设134
门选修课， 学生可根据兴趣进行
自 主 选 择 、 走 班 上 课 。 老 师
们会鼓励学生在学习、 生活中发
现问题， 通过实践去解决问题 ，
因而同学们习惯了带着问题去观
察。

杨家林、 邱禾佳、 程可欣3
位同学借助学校的3D打印资源，
设计制作了6块结构的简化版鲁
班锁， 让年龄小的孩子更容易上
手； 郭滋祺发现上完课桌面上会
产生很多橡皮屑， 推到地面再扫
进簸箕里非常不方便， 在老师的
指导下她不断尝试， 最终设计出
隐藏式桌面垃圾收纳装置……学
生们不仅具有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 还能勇于试验让想法落地，
最终让一项项发明脱颖而出。

近年来， 朝阳区实验小学积
极引导学生走进社会大课堂， 让
学生拓宽视野， 提升能力， 目前
已建立30余个体验基地。 此外，
学校引入众多优质社会资源， 变
单一供给为多元供给， 包括与朝
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北京服装
学院、 北京舞蹈学院等合作， 设
置了形式多样的科技课程和社
团 ， 机甲大师机器人 、 航模海
模、 3D打印、 STEAM等丰富多
彩的科技课程， 吸引了一大批学
生深度参与。 学校还先后与朝阳
法院合作开设法官课程， 与药王
谷合作开设中医课程， 与武警消
防支队合作开展消防安全课程，
与社区合作开展志愿服务课程，
与博物馆合作开展博物馆课程
等， 促进学生多元个性化发展。

延庆区大庄科乡乡村振兴闯出新路

□本报记者 周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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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庄科乡位于延庆区东南部
深山区 ， 这里红色文化底蕴深
厚，生态资源丰富，曾是平北抗日
根据地的核心地带。今年1至9月，
大庄科乡实现农民人均劳动所得
同比增长约33.8%， 旅游接待量、
收入 ， 同比分别增长 130.4%和
92.4%。 短短9个月， 这份亮眼的
成绩单如何取得？ 红色山乡未来
发展如何持续发力？ 近日， 记者
走进大庄科乡， 看红色山乡如何
实现别样 “红”。

土特产也有大市场

想要乡村振兴， 产业振兴是
重中之重。 据大庄科乡党委书记
尤轩介绍， 大庄科乡地处燕山山
脉， 空气清新、 降水丰沛， 为山
楂、 核桃、 板栗的生长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环境， 但由于山地面积
广， 每种农产品都无法大面积种
植， 农业规模化难以实现。

2021年， 大庄科乡研究制定
了一套区域农副产品统收统销政
策， 根据各村实际情况， 分别成

立了农村合作社， 由一个合作社
对全乡农产品的其中一种 进 行
统购统销 ， 并成立合作联社 ，
统筹协调各合作社运行 。 就这
样， 政府积极引导， 农户种植果
品， 村合作社收购、 把关质量、
推进销售， 大庄科乡走上了 “逆
袭” 之路。

秋光无限好， 遍地山楂红。
入秋之后， 大庄科乡2万亩铁皮
山楂陆续 “红了脸”。 看着成片
的山楂树， 水泉沟村党支部书
记 闫 海 明 满 是 丰 收 在望的喜
悦。 可两年前， 被闫海明和村民
们视为 “致富果” 的铁皮山楂曾
一度出现无人问津的局面。 “一
斤山楂只能卖四五毛钱， 种树不
如打工收入高。” 闫海明说 。 自
从区域农副产品统收统销政策
制定后， 这一局面有了扭转。 以
铁皮山楂为例， 去年合作社收购
的最高价格达到每斤1.8元 ， 是
近30年来大庄科乡山楂收购的最
高价。 去掉中间商， 山楂价钱上
去了 ， 村民们心里有了 “定心
丸”。 去年一年， 水泉沟村收购

铁皮山楂54万公斤 ， 小 庄 科 和
汉 家 川 河 南 村 也 分 别 收 购 了
核桃和板栗 8万公斤和 12万公
斤 ， 为村民增加了经济收入100
万元。

农产品不止要卖得出， 更要
卖出好价钱 。 在乡党委政府 支
持 下 ， 闫 海 明 又 在 农 产 品 深
加工上动起了脑筋。 “去年我们
找了村里的几位 ‘好把式’ 熬山
楂汁， 大家试喝后都说好， 从乡
里到村里都认定这事能干。” 他
说。

谋定而后动。 寻找厂商、 设
立品牌、 探讨加工工艺、 设计产
品包装……经过数月摸索和创
新， 冰川绿谷商标注册完成， 铁
皮山楂汁开始面向市场销售。 “刚
一推出就签出了近600箱订单。 ”
闫海明满脸自豪。 2021年，合作社
通过制作、销售铁皮山楂汁，促进
集体经济增收约10万元。

通过培养变为 “新农人”

除山楂外， 板栗销售也非常

可观。 金秋10月， 大庄科乡的红
油板栗 “开口笑”， 大庄科村的
张文洁在板栗树下支起了直播手
机， 在田间地头向全国网友介绍
家乡土特产。

今年， 大庄科乡针对民俗民
宿、 个体经营户、 经济合作社、
农户启动 “新农人电商” 助力乡
村振兴培训项目， 通过培养 “新
农人”， 深入推广大庄科乡全域
旅游资源 ， 打造 “文旅+电商+
直播” 新模式， 推动全乡景观景
点、 民俗民宿、 特色餐饮以及农
产品的互联网运营。

张文洁就是最早的一批 “新
农人”， 她在直播时不单介绍自
家红油板栗， 还推介家乡风貌和
当地优质农副产品。 “新农人电
商” 培训3个月来， 累计培训200
人次， 团购销量达26.6万元， 涌
现出不少本土 “直播达人”。

乡村振兴闯出新路

大庄科乡本就因红色而闻
名，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红色

文化必然也必须是浓墨重彩的一
笔。 必须以 “红色” 为核心， 推
出更符合市场的产品。 今年， 平
北红色第一村纪念馆改陈布展，
外墙上的浮雕再现抗战英雄们英
勇无畏的战斗画面， 战火硝烟穿
越时空， 直击心灵。 展馆内， 实
物展示、 图文讲解、 情景重现等
丰富的形式， 让人耳目一新， 教
育功能更加突出。 同时， 此次提
升项目还增加了农产品展示厅，
提升了大食堂标准。 在这里， 游
客可以品尝忆苦思甜饭， 选购红
色主题产品、 “延庆好物” 以及
大庄科特色商品。

随着旅游产品越来越丰富 ，
大庄科乡开放式教育体验基地的
红色资源进一步 “活” 了起来，
让游客在体验红色之旅的同时，
吃得好、 住得好、 玩得好。 “我
们围绕全域旅游发展目标， 丰富
要素供给， 提升游客体验， 进而
提升红色大庄科乡整体形象， 促
进农民增收和地区经济增长， 闯
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
大庄科乡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违规电动三四轮车的有
序退出 ， 不少家长和老年人反
馈， 接送孩子成了 “难题”。 为
此， 大兴区瀛海镇和采育镇分别
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开展调研部
署， 主动对接大兴区交通局协调
定制学生公交专线。 目前一共开
通了8条专线， 并且结合各所学
校和相关道路现状及条件， 合理
规划了停靠站点， 保障学生安全
出行的同时， 有效缓解学校周边
交通拥堵。

近日， 针对瀛海镇西区中小
学生的 “通学定制公交” 专线正
式进入试运行阶段， 今后， 瀛海
镇西片区中小学出行的安全将得
到进一步保障。 定制公交围绕瀛
海镇西片区校园周边学生集中居
住地点 ， 制定了2条运行线路 ，
终点均为中教实验学校， 学生及
家长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
自己的线路， 专线快速直达， 减
轻了家长接送负担。

早上7点10分， 张同学就跟
小伙伴一起来到小区门口， 共同
乘坐 “通学定制公交 ” 前往学
校。 车内座位宽敞又柔软， 相较

于一般的公交车更舒适。 “跟以
前相比， 这个公交车到学校时间
缩短很多， 而且车上好多都是认
识的同学，比较有安全感，上车后
也都有座，感觉很方便。 ”

据介绍， 经过前期调研， 有
530余名学生和家长有乘坐定制
公交需求。 为了满足居民出行需
求， 两条定制公交线路共投入6
辆50座的新能源客车， 根据学生
出行特点， 早班车每间隔10分钟
左右发一班车， 晚班车则为每15
分钟左右发一班车。

为保障学生安全，“通学定制
公交”实行“一人一座一带”，每辆
车上配备专职乘车安全员， 负责
确保车内乘客正确佩戴安全带及
维持车内秩序。 试运行期间， 定
制公交免费向学生与家长开放，
乘客还可通过 “掌上公交” APP
实时查询车辆定位信息。

下一步， 大兴区还将持续开
展学校门前交通整治， 加大校园
周边交通秩序维护管理力度， 加
大交通安全宣传力度， 全方位保
护师生与家长出行安全， 创造更
安全更快捷的交通环境。

□本报记者 孙艳□本报记者 任洁

全校师生获40余项国家专利

朝阳区实验小学探索打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通道 大兴区开通8条“通学定制公交”专线

红色山乡别样“红”

近期， 秋高气爽， 怀柔镇域
内的河道河水清澈见底。 这些都
是该镇各级河长们的劳动成果，
他们勤巡河、 常治理， 使水环境
得到有效改善。

手拿垃圾钳， 穿梭河床， 清
除杂草， 打捞垃圾……这是怀柔
镇各河段河长巡河工作的日常。
据了解 ， 怀柔镇所辖6条河流 ，
共有镇村两级河长36名， 是一支
政治过硬的高素质 “党员河长”
队伍。 河长们通过河长APP信息
平台， 积极按时完成常态化巡河
任务， 在巡河中 “发现问题、 交
办问题、 整改问题” 形成了工作

闭环式流程。 截至目前， 累计巡
河 1800余次 、 5000余公里 ， 让
“河长制 ” 从公示牌上 “有名 ”
转到履职尽责行动上的 “有实”。
“身边的许多河流在变清， 很多
河岸的道路硬化起来了， 还经常
有工作人员到河里清理淤泥、 杂
草、 垃圾。” 在河畔散步的村民
杜春英说道。

同时， 怀柔镇还按照 “清四
乱” 专项行动清理整治标准， 综
合运用实地核查、 日常巡查等手
段， 对河湖 “四乱” 问题进行全
覆盖、 拉网式排查， 加大对河道
岸坡内乱占、 种菜、 垃圾倾倒等

问题清理力度。 今年以来， 共清
理垃圾杂物8000余立方米， 修缮
损坏污水管道38处， 清掏污水篦
子、 管道等213处， 打造整洁有
序的河道面貌。

“自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以
来， 我们不仅完善了制度体系建
设， 还对河长的职责、日常巡查、
工作范围等做了全面细化的规
定。通过这几年的努力，从最开始
的被动‘要我做’主动转变为‘我
要做’，各级河长都有了思想上的
转变， 镇域的水环境质量也得到
了有效提升。” 怀柔镇农业发展
办公室负责人赵海东说。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钟璐

水清岸绿 怀柔镇河道治理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