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拉、抖、盘、抛、接……各
式空竹上下翻飞， 男女老少热情
洋溢，这一让“西城群众”习以为
常的景象， 是西城区以公共文化
服务点亮美好生活的缩影。

西城区广内街道作为非遗
“抖空竹”发祥地之一，是空竹文
化的重要传承与保护地。

多年来， 广内街道将空竹文
化作为地方标志性文化和重要的
文化载体进行挖掘传承， 以空竹
为 “引子”， 积极推进空竹运动、
空竹文化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同时始终坚持创新性的非遗传承
发展保护之路， 盘活辖区内庙宇
古迹、 名人故居、 非遗项目等资
源。 为更好地保护这一非物质文
化遗产， 广内街道特别规划建设
了专门发掘、 展示、 传播空竹文

化的 “北京空竹博物馆”。 如今，
广内空竹文化已然成为西城区
“一街一品” 品牌交流项目之一。
中国 “广内杯” 空竹邀请赛作为
西城区知名的非遗文化赛事， 已
连续举办十余届， 成为国内空竹
项目的高水平竞技比赛。 据不完
全统计， 至今共计有15万余人参
与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 在西城区的
大力支持下， 从2007年开始， 广
内街道便开展空竹 “四进 ” 活
动， 推动空竹进校园、 进单位、
进军营、 进社区， 先后在康乐里
小学等35所中小学普及空竹文化
课程， 通过传播空竹文化知识、
创编校本课程、 建立少儿表演团
队等形式激发青少年学习传统文
化的兴趣； 走进宣武医院、 供销

集团等企事业单位， 多渠道增强
空竹文化发展的群众基础， 让更
多的人了解空竹， 喜爱空竹； 还
先后组织空竹进入3所军营， 教
授军人 1200人次 ； 进入 30个社
区， 教授社区居民5800人次。 广
内街道负责人表示， 计划将空竹
“四进” 活动拓展为 “五进”， 增
加空竹文化 “进公园 ” 这一举
措， 让以空竹为代表的非遗文化
覆盖更多的场所和人群。

西城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未来， 西城区将立足地区特
点， 打造更有特色、 有品位的公
共文化空间， 助力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建设， 为广大群众提
供更加丰富多彩的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 不断满足人们多样化、 多
层次、 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门头沟区举办首届中小幼农业劳动学习成果展示活动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张大为 陈子奇/文 任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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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校园农产品大集 、 尝学
生自制美食 、 参与劳动教育沙
龙研讨、 体验各学校特色劳动项
目……近日， 门头沟区首届中小
幼农业劳动学习成果大集在门头
沟区军庄中心小学举办， 来自全
区32所中小学、 幼儿园， 以及中
等职业学校、 社区教育学院、 教
育基地的23个摊位亮相， 集中展
示了区域内学校劳动教育的特色
项目和学习成果， 很多市民群众
用 “惊艳” 来形容 “赶大集” 的
感受。

学生劳动成果搬上大集

当天的大集热闹非凡， 吆喝
声此起彼伏， 学生们纷纷将自己
的劳动成果搬上展台， 落落大方
地向来宾推销山楂 、 石榴 、 柿
子、 地瓜等在学校收获的优质农
产品， 以及石榴汁、 山楂糕、 玫
瑰香囊、 五谷摆件等自制的农副
产品， 经历了一堂生动的劳动实
践体验课。 展会统一发放 “代金
券”， 让来宾和师生们持券品尝
农业劳动成果 。 除了校园美食
外， 不少摊位还展出了颇具特色
的劳动课程项目， 以便各校互相
交流学习。

在军庄中心小学的五谷园
中， 学校正在开展冬小麦种植体
验活动。 在冬小麦科研专家的指
导下， 学生们拿起铲子挖沟、 均
匀撒种， 再用手轻轻把土盖上。
他们不光种冬小麦， 还要展开课
题研究， 掌握科学的冬小麦研究
方法。

大集落幕后， 各学校开展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劳动教育沙龙，
融入音乐、 戏剧、 舞蹈等多种艺
术表现形式， 展示劳动教育与科
学教育融合的研究成果。

据了解， 门头沟区立足区域
文旅农林商体融合发展战略， 坚
持 “学风的一半在田野” 育人理
念， 将农业生产实践作为教育与

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
要载体， 深挖门头沟作为生态涵
养区和涉农区独有的绿水青山与
原野沃土资源库、 案例库， 作为
开展农业劳动教育的天然教学素
材， 鼓励中小学、 幼儿园师生迈
出教材半步、 迈出课堂半步， 迈
进文献学思维 、 迈进田野学实
践， 着力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
乡土情怀、 研究思维、 科学素养
和创新实践能力。

为乡村振兴培育一批
“田间学士和乡野创客”

本学期出台的 《门头沟区中
小幼创新型农业劳动教育实施方

案 （试行）》 提出， 依托城乡教
育发展联盟、 “小学校·好教育”
发展联盟， 以及 “山谷系列” 学
校、 “京师系列” 学校、 “京西
系列” 学校等深度合作机制， 推
动部分联盟校先行先试， 指导各
学校科学设置农业劳动教育课题
选题方向和内容， 将劳动教育过
程整合为观察农业现象、 发现农
业问题、 拓展农业技术的课题研
究过程， 实施 “科研院所—学校
师生—实践基地” 的产学研一体
化教育方式。 同时推进农学职业
教育体验， 各学校依据选题内容
和教育特色， 在校内试行 “初、
中、 高” 三级新农人职业称号制
度， 根据课题研究阶段和任务完
成情况， 赋予学生不同种类、 不
同层次的新农人职业称号， 丰富
学生的研究趣味和职业体验。

《方案》 根据不同年龄段学
生的特点和需求， 明确了各学段
的实施目标、 指导建议和评价方
式。 比如幼儿园会在专业科研教
师的帮助下， 开展以动植物观察
与养护为主题的微课题研究， 使
幼儿能够基本分辨一般农作物和
家畜家禽 ， 认识区域特色动植
物， 了解常见动植物的生存习性
和生长特点 ， 初步形成关爱生

命、 热爱自然、 珍惜劳动成果的
意识。 高中阶段则开展创新实验
研究方向课题， 形成实验研究数
据和核心期刊研究成果， 并引导
学生进行创新型社会调查研究，
推动农业试验项目落地， 帮助村
集体实现富农增收， 打通科学实
验成果向社会经济成果转化的最
后一公里。

门头沟区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 区教委主任曹彦彦表示， 门
头沟区坚持五育并举， 充分发挥
劳动的综合育人价值功能， 将农
事劳动教育与德育教育、 文化课
教育、 艺术课教育深度融合， 让
学生在体验农事劳动教育过程
中， 进行美的熏陶、 价值观的教
育、 劳动习惯的培养和劳动意志
的磨练。 通过引导师生迈进生活
找原型、 迈进文献学思维， 组建
以农业科研专家为研究导师， 农
业一线从业者为实践导师， 学生
为实施主体， 教师为支持力量的
校际农业实践研究队伍， 进行劳
动创新型研究和生产实践， 培养
学生的劳动意识、 研究思维、 问
题解决和创意物化等高阶能力，
让劳动教育为乡村振兴培育一批
“田间学士和乡野创客”， 助力区
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日， 东城环卫中心举办第
九届 “十大最美环卫人” 颁奖典
礼， 10名环卫工作者被授予 “最
美环卫人” 荣誉称号， 3名环卫
工作者被授予 “最美环卫人” 提
名奖。 5000多名环卫职工通过线
上线下观看了此次颁奖活动。

1959年10月26日， 国家领导
人接见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 那
句耳熟能详的 “你掏大粪是人民
的勤务员， 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
勤务员 ， 这只是革命分工的不
同， 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 深深影响了几代人。

东城环卫中心时传祥所是时
传祥生前工作的单位， 从2015年
起， 东城环卫中心每年经过基层
各单位民主推荐、 测评考察等环
节， 评选出职工心目中 “最美环
卫人”， 至今已经举办九届。

表彰会上， 通过王健等10名
“最美环卫人” 的视频介绍， 讲
述了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倾情
奉献的感人事迹， 让现场观众体
会到了环卫战线职工的爱岗敬业

和无私奉献。 他们中有聚焦社区
居民 “急难愁盼” 问题， 为对口
帮扶老人提供移栽树木、 疏通管
线、 修缮屋顶、 平整墙面等服务
帮助的食堂管理员； 有新冠疫情
期间积极为一线公厕保洁员做心
理疏导， 并利用在工会培训所学
的理发技能 ， 为职工义务理发
500多次的业务组长……他们从
事着最脏最累的工作， 呈现的却
是最洁最美的心灵； 他们用汗水
和信仰书写着 “宁愿一人脏、 换
来万家净” 的行业宗旨； 他们用
默默无闻的耕耘， 感染着东城环
卫系统职工， 生动展示了首都核
心区环卫职工的最美服务形象。

下一步， 东城环卫中心将在
全体职工中持续开展宣传模范事
迹、 学习模范品质、 践行模范精
神专题活动， 在全中心营造 “做
时传祥真正的传人 ” 的浓厚氛
围， 引领广大环卫职工立足本职
岗位建功立业， 打造东城环卫金
色名片， 不断开创环卫事业发展
新局面。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本报记者 陈曦

西城区“一街一品”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触手可及 东城区“最美环卫人”讲述岗位故事

学生劳动成果搬上校园农产品大集

为解决老年人看病难问题，
近日， 怀柔区宝山镇卫生院探索
“医养结合” 新模式， 在辖区菜
树甸敬老院内设立诊疗室。 这也
是该区首家基层医疗机构在敬老
院开设诊室。

菜树甸敬老院距城区近90公
里， 距镇卫生院也有20公里， 有
16位老人， 大部分患有高血压 、
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 。 老年人
行动不便， 以前身体不舒服时很
发愁看病 。 如今 ， 宝山镇卫 生
院 每 周 二 都 会 专 门 派 医 护 人

员到敬老院诊疗室开展医养结合
工作 ， 为老人们测量血压 、 血
糖、 体检， 开展健康评估等医疗
服务。

孙大爷就是这一新模式的受
益人之一。 几年前， 孙大爷因车
祸导致双下肢行动不便， 平时只
能借助支具缓慢行走， 后来又因
为不慎滑倒， 腿部伤势加重， 目
前只能长期卧床， 饮食起居需要
专人照护。 自从敬老院设置了诊
疗室后， 不仅方便取药， 平时的
“小毛病 ” 也能得到及时治疗 。

“大夫定期来给我们检查、 送药，
很方便。” 孙大爷对新开的诊室
连连夸赞。

据了解， 为满足老年人多样
化、 多层次养老服务就医需求，
怀柔区已有4家医养联合体养老
机构， 各基层医疗机构还通过家
庭医生签约、 上门巡诊、 精神慰
藉等模式， 为辖区老人量身制定
治疗方案和预防措施， 不断健全
“医养结合” 服务模式， 持续增
强老年人看病就医获得感、 幸福
感。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鲍荣花

怀柔区宝山镇探索 “医养结合” 新模式

卫生院诊室“搬”进敬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