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有温度的城市

““救救””在在身身边边
为在青少年中普及医学急救知识，近日，怀柔乐贝家志愿服务队

与麦邦健康志愿服务队联合开展“急在身边，救护为先”应急技能培训
活动。 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让青少年掌握基本的急救技能，
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魏明俊 雷宸忻 摄影报道

【特写】

□本报记者 马超

近日， 在北京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 “迎接新中国成立75周
年”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平
谷区专场发布会上 ，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了 平 谷 区 在 打 造 有 温
度的城市方面的探索与成效。 值
得一提的是， 在应对农村人口老
龄化问题上， 平谷区率先探索并
实践了农村互助养老新体系， 为
农村老年人带去了实实在在的福
祉。

平谷区围绕满足农村老年人
“顿顿有热饭， 生病有家医， 临
终有陪伴” 的 “三有” 需求， 提
出了 “主体在村、 互助为魂” 的
互助养老工作思路， 在保证基本
养老服务的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
养老服务供给。

据最新数据显示， 平谷区农
村常住人口为29.78万人 ， 其 中
60岁 以 上 老 年 人 达 到 9.94 万
人 ， 农村人口老龄化率已高达
33.38%。 为此， 平谷区正构建多
层次的基本互助养老体系， 该体
系以 “在家在线、 村为基础、 乡
镇统筹、 互助为魂” 为核心。 其
中， “在家在线” 是指依托农村

网格化平台， 网格员实时在线，
线上线下随时精准掌握各类老年
人基本信息和服务需求， 提供精
准服务， 让老年人时时感受关怀
和温情。

同时， 平谷区还注重以村为
基础， 对现有村民中心设施进行
适度适老化设施改造， 提供基础
性必要的养老服务， 同时满足老
年人短时寄宿 、 休闲娱乐等需
求， 将其打造成老年人的第二个
家。

在乡镇统筹层面， 平谷区充
分发挥乡镇党委和养老服务联合
体的统筹作用， 整合辖区内一切
可以利用的为老服务资源， 建好
用好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而 “互助为魂” 则是平谷区
互助养老体系的核心， 这项工作
以村与村、 户与户、 人与人之间
结对互助为根本。在平谷的乡村，
邻里间不仅仅是居住在同一地域
的陌生人， 而是有着千丝万缕联
系的“熟人”。 这种“熟人社会”的
特质， 为乡村互助养老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 低龄老人帮高龄
老人做家务、 买菜送药， 邻里间

互相慰藉、 结伴出行……这些看
似简单的行为， 在平谷的乡村里
却构成了互助养老的坚实基础，
也成为打造有温度的城市的重要
一环。

据了解， 2024年上半年， 平
谷区刘家店镇、 镇罗营镇、 东高
村镇3个试点乡镇的56个村已经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这些村庄共
组建了由党员干部、 网格员、 低
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等组成的志
愿服务队伍278支 ， 志愿服务人
员2772人， 为2380名互助养老服
务对象提供了巡视探访、 助餐等
服务达6万余次， 有效提升了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下一步， 平谷区将互助养老
作为打造有温度的城市的重要一
环， 制定出台 《平谷区乡村互助
养老工作三年行动方案》， 进一
步加强政策支撑 ， 探索多种便
捷、 有效、 群众容易接受的互助
形式。 同时， 还将调动群众参与
互助养老工作的积极性， 加强服
务队伍建设， 提升服务质量， 引
入社会资源保障互助养老可持续
发展。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培育全球顶级赛事活动、 打
造冰雪项目消费目的地、 丰富体
育消费供给……北京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三年来， 市体育局积
极巩固扩大体育消费人口， 搭建
体育消费新场景， 时尚潮流体育
消费不断涌现， 首都体育消费不
断提档升级。

体育运动和体育消费人
口规模持续扩大

近年来， 市体育局充分运用
冬奥遗产， 释放消费潜力， 提高
消费品质，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体育运动和体育消费的新需求。
据统计， 2021年至2023年， 北京
体育消费总规模年均达到700亿
元以上， 人均体育消费超过3000
元。 北京体育消费总规模、 人均
体育消费和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等呈现稳步提升态势， 处于全国
前列。

通过北京市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数来看， “十三五” 末， 本
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
到50.18%， “十四五” 末有望完
成53%的目标。 其中， 群众参与
冰雪运动的热情持续高涨， 冰雪
消费成为热点。

与此同时， 体育市场主体持
续攀升， 体育服务类企业占比保
持在 95% ， 体育服务业优势显
著， 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高度吻
合。 中超、 中网、 中篮联等头部
企业集聚， 拥有体育类高新技术
企业140家、 体育类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17家， 以及体育类 “专
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5家。 近年
来， 服贸会的参展企业及签约金
额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 签约总
金额由2020年的86.93亿元增加

至2023年的136.9亿元， 也间接反
映了体育市场的繁荣景象。

体育消费方面， 市体育局打
造了 “8·8” 北京体育消费节 、
冰雪运动消费季等品牌促消费活
动， 同时， 延展了夜经济体育消
费内容 ， 马拉松 、 小轮车 、 篮
球、 滑板、 卡丁车、 武术等项目
融入北京夜京城， 为城市发展注
入了新活力。 市场主体和群众参
与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带动体
育消费2023年达到2.23亿元。

体育场地设施不断完善

“十四五” 以来， 北京通过
不断 “补短板、 强弱项”， 逐步
打造与市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运
动健身需求相适应的体育场地设
施服务网络。 目前， 北京人均公
共体育用地面积从 “十三五” 末
的2.45平方米增长到2.9平方米。

体育组织持续健康发展， 目
前 ， 市区体育总会 、 街道 （乡
镇） 文体中心三级管理网络以及
市区体育协会、 基层健身团队三
级运行网络不断完善， 形成了覆
盖面广、 包容量大、 规范有序、
充满活力的全民健身组织网络，
市级体育组织已达到126个。

群众赛事活动丰富多彩， 形
成 “群众天天有活动、 社区 （行
政村 ） 月月有赛事 、 街道 （乡
镇） 年年有运动会” 的局面。 全
面推动体育赛事活动举办， 今年
上半年， 举办市级以上赛事活动
200余项次。 例如， 国安恢复中
超主场比赛后， 新工体上座率持
续上升， 今年4月29日在北京工
人体育场举行的2023中国足球协
会超级联赛第4轮， 北京国安对
阵山东泰山的比赛吸引5万余人

次现场观战。 通过北京体育健儿
在国内外大赛上的优异表现， 吸
引带动了更多市民参与体育运
动 ， 体育消费水平也将不断提
升。

今年年底将举办5项国
际赛事

北京引进高水平赛事， 积极
打造高水平赛事聚集地。 持续推
动冬奥场馆赛后利用， 成功申办
多项国际冰雪赛事。 目前， 已有
国际滑联11项赛事落户北京， 今
年年底将举办5项国际赛事。

积极推进体育与商务 、 文
化、 旅游、 教育、 医疗、 科技等
多业态全面融合发展。 其中， 开
展了国际级、 市级体育旅游示范
项目评选 ， 推出生态型 、 郊野
型、 都市型骑行线路； 支持举办
体育领域各类展会、 论坛； 与市
卫生健康委共同实施体医融合战
略合作； 建立国家级、 市级体育
传统校； 举办数智体育公开赛；
打造体育消费聚集区重点打造首
钢园、 五棵松、 新工体、 奥林匹
克公园、 城市绿心、 南海子、 奥
林匹克森林公园、 顺义奥林匹克
水上公园、 延庆奥林匹克园区、
世园公园等10个体育消费聚集
区。

此外， 深化京津冀体育协
同共进 。 加快京张体育文化旅
游带建设， 深化京津冀体育协同
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助力京津冀
体育产业协同发展。 建立三地联
动的工作机制， 共同举办京津冀
体育产业大会、 京张全季体育旅
游嘉年华活动， 发布京张十大户
外运动目的地、 十大网红露营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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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均体育消费处于全国前列 近日， 延庆区零工市场在延
庆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揭牌
运行， 并举办首场线下零工专场
招聘活动， 标志着延庆区在完善
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促进城乡居
民灵活就业增收方面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

延庆区零工市场主要为零工
人员和用工主体免费提供公共就
业服务， 除了线下招聘活动， 用
工单位和零工人员还可以通过微
信小程序 “红海直聘” 延庆区零
工市场专区获取相关岗位信息和
就业服务。

近年来 ， 延庆区着力构建
“1+1+N”零工市场服务体系：即
一个区级线下零工市场，一个线
上零工服务和技能培训平台 ，N
个街镇社区村 “家门口 ”零工驿
站。同时，充分发挥延庆区“鹊桥”
培训作用，搭建用工信息桥、政策
连接桥、资源整合桥，创建零工市
场培训———就业一体化机制，线
下及线上培训围绕无人机驾驶
员、户外运动指导员、新媒体视频
剪辑等46个职业工种开展， 为促
进区域内人员技能提升、实现高
质量就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此外，为推进零工市场线下服务
常态化，延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将每月第一个周五定为
延庆区“零工日”，定期举办线下
零工对接活动，为用工单位和零
工人员提供政策咨询 、 供需对
接、培训登记等服务。

当天的活动现场，北京杰翺
飞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星猎南

山旅游有限公司和北京井庄醉美
厨娘农家餐厅等11家用人单位零
工需求摊位依次排开， 无人机飞
手、 新媒体视频剪辑师等10余类
零工需求吸引了众多求职者驻足
交流，60人找到了心仪的“零活”。
现场还设有专门的咨询服务台，
为求职者提供就业指导和政策解
读等全方位就业服务。同时，利用
智慧招聘终端机、 数字直播机手
段实时更新零工信息， 提高了对
接效率 ， 吸引求职者及企业注
册、 使用线上平台。

参加过新媒体视频剪辑培训
的梁宇， 了解到延庆区零工市场
线上平台正在试运行， 就积极注
册了平台账号。 凭借自己在培训
课上学习到的视频剪辑技能， 梁
宇成功接到并完成了线上发布的
视频剪辑零工任务， 赚到了她干
“零活” 的 “第一桶金”。 “听说
零工市场不只有线上的还有线下
的， 我就赶紧过来看看能不能接
更多的活。 这样既不耽误带娃还
可以赚奶粉钱， 以后我还会继续
通过零工市场来接单 、 赚钱 。”
梁宇说。

下一步， 延庆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将重点围绕新业态，
以培训带动就业， 加大新职业、
紧缺职业培训力度， 并结合区域
产业发展继续挖掘用工需求， 在
全域旅游、 无人机、 养老服务等
领域发掘更多零工项目， 依托线
上线下双平台， 促进劳动者多渠
道灵活就业增收， 推动地区特色
产业和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张晶

“双奥北京”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平谷区构建在村互助养老体系

延庆区零工市场揭牌运行

村村书书记记地地头头直直播播带带货货
眼下正值鲜食玉米丰收时节，近日，以“‘百千工程’树典范 联农带

农促振兴”为主题的延庆优质农产品品牌溯源直播活动举行。 40余名新
农人、网红村书记等向网友们推介延庆的优质农产品。 图为延庆区大庄
科乡东王庄村党支部书记王有军走进玉米种植园区， 用直播的形式诠
释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