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时节， 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海二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
“探秘科技馆 共筑科学梦” 走进石景山科技馆活动。 在讲解员的带领
下， 青少年参观了鲁班锁、 偏振光迷宫、 机械韵律、 中国飞天梦、 地
震模拟器等主题展区， 深刻感受科技的力量。

本报记者 曹立栋 通讯员 罗丹 摄影报道

探探秘秘科科技技馆馆

【特写】

□本报记者 孙艳

近日， 记者从朝阳区获悉，
自启动花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以
来， 朝阳区持续建设公园、 开放
无界公园、连通绿道，实施“一园
一花一品”“一路一花一叶”等，将
花园城市理念深植于每一寸土
地。 预计到2027年， 朝阳区将呈
现出一幅生态基底坚实、 全域公
园体系完善、 绿色公共空间开放
的美丽画卷， 实现 “森林环抱、
公园相伴 、 场景交融 、 多彩繁
花” 的花园城市愿景。

在全市率先探索公园开
放新模式

目前， 朝阳区城市绿地面积
与公园绿地面积均居全市之首，
生动诠释了 “一半森林一半城”
的生态美景。 2024年， 朝阳区将
再添生态新绿， 计划完成造林绿
化约3500亩。 重点项目如温榆河
公园朝阳段二期、 朝平公园的建
设正全力推进中。

同时， 朝阳区还将进一步完
善 “大中小微” 公园绿地体系，
已建成北焦家园城市森林、 三丰
里绿地等18处10公顷以下百姓身
边的小游园， 公园绿地500米服
务半径覆盖率有望提升至95%，
让绿色触手可及， 成为市民生活
的一部分。 2025年计划启动北京
国际人才公园建设， 打造电子城
北扩区水绿融合生态休闲空间。
同步谋划推动东坝北西区、 康城
花园二期、 中海望京府、 黄衫木
店村等代征绿地建设， 总面积近
100公顷。

此外， 朝阳区在全市率先探
索公园开放新模式， 通过 “拆栏

透绿” “无界开放” 等举措， 成
功打破了城市与公园的界限， 让
市民与美景之间的距离无限拉
近。 目前， 朝阳区已拥有68处无
界公园， 总面积超过2100公顷。

440公里绿道将实现相
互连通

朝阳区持续推进林荫型绿道
建设。 日前， 长达40公里的绿隔
地区公园环绿道朝阳段一期已向
公众开放， 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
者打卡。 全区已建成各级绿道约
310公里。 继亮马河畔18公里滨
水绿道贯通后， 还将统筹推进坝
河、 北小河等水生态廊道建设，
将滨水空间的慢行系统与绿道建
设、 水生态环境治理融为一体，
共同绘就一幅蓝绿交织的城市生
态新景观。

下一步， 绿隔地区公园环绿
道二期130公里将在一期基础之
上， 向东将常营、 金盏地区的公
园绿地资源融入绿道体系， 向南
串联高碑店、 十八里店、 王四营
等现有绿隔公园、 林绿地资源，
初步构建起两环绿道的基础骨
架， 与通州区、 丰台区实现绿道
接驳连通。 建成后， 将实现440
公里绿道相互连通， 利用滨水步
道、 通航河道将 “五河十园” 绿
色空间相连成片， 实现 “一条绿
道观朝阳”， 构建出 “行有花香、
驻有小景 、 闲有泛舟 、 品有文
化” 的诗意生活画卷。

重点区域打造花园式街区

朝阳区以 “一园一花一品”

为品牌， 打造了一系列各具特色
的公园景观。 从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的花田野趣到朝阳公园的百日
菊花海， 再到元大都公园的海棠
盛景， 每一处都令人流连忘返。
下一步 ， 将持续推动绿隔公园
“一园一花一品” 建设， 提升景
观特色。

同时， 朝阳区还以 “一路一
花一叶” 为品牌， 积极推进特色
景观路建设 。 在朝阳医 院 东 院
区周边的双桥东路与常营中街
两侧巧妙种植的聊红槐， 从空中
俯瞰宛如 “红十字” 标识， 既美
观又富含深意。 而在电子城北区
的阿里巴巴总部周边， 广善东路
上的马褂木以其独特的秋叶景
观， 为城市增添了一抹亮丽的秋
色。 2023年， 全区共实施15条特
色景观路工程， 下一步， 将谋划
东四环绿廊、 京密路特色景观廊
道建设。

今年， 朝阳区城市画廊和花
园街区项目将联动推进 ， 以日
坛、 工体片区为重点， 着力打造
花园式街区。 日前， 日坛公园周
边花园式街区已基本建成， 采用
“开放共享” 的设计手法， 通过
日坛公园围栏后退、 市政人行道
园林化等措施， 实现街景与公园
的无缝衔接， 营造 “城在景中、
景在城中” 的花园城市景观。 今
年计划实施工体东路、 日坛路、
光华路等10条城市画廊 。 下一
步， 还将加速推动花园式街区和
城市画廊建设步伐， 在亮马河、
北小河、 CBD、 三里屯国际消费
片区、 奥运中心区等9个重点区
域 ， 建设花园式街区和城市画
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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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近日， 由北京市劳动人民文
化宫与北京市职工文学艺术促进
会联合举办的以 “新时代职工文
学创作与发展” 为主题的北京市
第二十期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采
风研讨系列活动举行。 研修班学
员深入到乡镇、企业、车间，走到
一线劳动者身边， 通过走访体验
等方式，挖掘积累素材。

在国际知名的 “提琴之乡”
平谷区东高村镇， 学员们跟随制
琴师参观了乐器厂生产车间， 观
察一件件精美乐器的诞生过程。
从挑选制琴木材到精湛的手工制
作流程、 从细腻的漆面打磨到精
美的成品展示， 每个环节都让研

修班学员感受到精湛的工匠技
艺。 一位学员有感而发： “这次
来到乐器厂，制琴师们全神贯注、
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深深地感动
了我。 这里的故事和人物都将成
为我创作的新源泉， 我会努力用
文字展现职工们的平凡与伟大。”

学员们来到平谷区黄松峪
乡， 经过与基层干部群众的交流
座谈， 了解当地基层干部为发展
乡村旅游创新工作思路的事迹。
通过采风体验以及专家的现场创
作指导， 学员们积累了丰富的创
作素材， 为今后创作出反映劳动
之美、 工匠之魂的文学作品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采风活动后， 专家、 学员们
针对采风体验和创作体会， 围绕
“新时代职工文学创作与发展 ”
主题进行研讨 。 专家们普遍认
为， 职工文学要扎根于基层、 植
根于生活， 反映广大职工精益求
精的工作场景、 奋斗历程和精神
风貌。 要以真实的故事、 真挚的
情感打动读者， 传递正能量。 学
员代表不仅分享了自己在文学创
作中的感悟， 也提出了在创作中
遇到的困惑， 专家们结合自己的
创作体会给予细致讲解， 鼓励学
员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
用独特的视角和笔触展现新时代
劳动者的风采。

2024“新时代职工文学创作与发展”采风研讨系列活动举行

近日， 在喜迎中华人民共和
国75周年华诞之际， 2024年北京
国际设计周 “行动设计” 之 “交
通强国、 魅力铁路” 主题展在西
城区京铁和园拉开序幕。 来自全
国各地的铁路收藏家、 火车迷、
铁路文创知名企业和单位共200
多人齐聚一堂， 1000多件珍贵老
物件、 展品、 模型亮相。

本次展览首次将来自 “唐山
上游” 的景区小火车开进铁路社
区。 这列小火车刚从内蒙古乌兰
布统草原运回北京， 工作人员现
场讲解蒸汽机车的历史沿革和特
点性能， 激发孩子们把 “爱我中
华 、 交通强国 ” 的思想代代相
传。

此外， 由全国各地火车迷拍
摄的火车照片 、 绘制的火车插
画， 以时尚酷炫的光影、 色彩、
构图 ， 诠释 “魅力铁路 ” 的风
采。 青年火车画师苗雨完成的一
面由数十幅火车画作铺设成的
“脸谱墙”， 引得参观者争相拍照

“打卡”。
今年89岁高龄的 “毛泽东

号” 机车组第七任司机长、 北京
市总工会原副主席陈福汉也来到
现场， 在现任 “毛泽东号” 机车
组副司机长宣杰的陪同下， 与参
观者 “零距离” 互动， 畅谈中国
铁路的发展历程， 共同祝福伟大
祖国。 陈福汉亲身经历了 “毛泽
东号” 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换
型， 他感慨道： “近年来， 我乘
坐体验过京津城际铁路、 京张高
铁， 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
地上， 我非常自豪。 今天又看到
了很多年轻的面孔， 让我感到我
国铁路事业必将节节向上、 欣欣
向荣。”

该展览由西城区广外街道京
铁和园 （铁路文化社区） 党委、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北林京
铁社区工作站” 主办， 旨在 “让
历史和文物说话”， 让最新铁路
发展成果进社区。 展览将持续至
10月中旬。

□本报记者 宗晓畅

“交通强国、魅力铁路”主题展在京举行

日前， 2024年京津冀协同暨
“通武廊” 招聘会在通州区永乐
店镇举办。 本次招聘会由北京市
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北京市通州
区、 天津市武清区、 河北省廊坊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
市通州区永乐店镇政府联合主
办， 由北京京才人才开发中心有
限公司承办。 招聘活动现场邀请
京津冀三地企业86家， 涵盖商管
员 、 平面设计师 、 人事 、 销售
员、 快递员、 保安、 保洁等招聘
职位181类， 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2558个。

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实施十周年。 近10年来， 北京
通州、 天津武清、 河北廊坊三地
人力社保部门聚焦劳动者高质量
充分就业， 深挖企业招聘需求，
力促企业和个人 “双向奔赴”。

“听说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要组织 ‘通武廊’ 招聘
活动， 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就业
服务部门报名了， 我们的总公司

设在北京， 研发基地在天津蓟州
区， 目前有技术总监、 人力资源
总监和研发总监等岗位的空缺，
期待这次招聘会上能有优秀的人
才加入我们。” 位于北京市通州
区的北京润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招聘负责人刘女士说道。

家住通州区永乐店镇的小刘
是2024届高校毕业生， 在招聘会
上， 她看中了好几个岗位， 企业
也向她表达了招录意向邀请。 她
说 ： “相比去北京市内的其他
区， 河北省廊坊市离我家反而更
近一些， 是个不错的就业选择。”

近年来， 通州区积极融入
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格局， 利用
智慧就业服务平台等科技手段 ，
牵头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近
100场 ， 提供岗位超 9.22万个 。
通州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 今后， 将进一步
凝聚三地就业服务力量， 强化创
新引领， 加速公共就业服务精准
化进程。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冯洋 杨兰

2024年京津冀协同暨“通武廊”招聘会举办

千余件铁路展品进社区

CBD等9个区域将建花园式街区

朝阳区全力打造花园城市示范区
服务三地百姓就业 累计提供岗位2558个

维和部队退役军人用实际行
动诠释 “退役不褪色， 永葆军人
本色” 的铮铮誓言； 街道执法队
员以人性化执法为法律赋予温
度；社区工作者用“拉家常”的方
式搭建起居民与社区之间的 “连
心桥”……近日，“党领前行 劲秀
风华”2024年朝阳区劲松街道“强
国复兴有我”百姓宣讲活动举行。

劲松街道通过创新的 “理

论+百姓+文艺 ” 模式 ， 将百姓
宣讲与文艺活动深度融合， 为现
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与心灵的双
重震撼。 7位来自不同岗位的宣
讲员倾情演绎。 他们从自身经历
和岗位工作出发，围绕社区治理、
行政执法、公益红娘等服务内容，
用一个个鲜活生动、 充满正能量
和感染力的故事， 充分展现劲松
街道干部群众在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实践中的新担当、新作为。宣讲
中巧妙穿插舞台剧的表演， 将基
层干部为民服务、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的生动场景搬上舞台。

劲松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 劲松街道将继续通过多样
化形式引领广大干部群众以更加
饱满的热情、 更加务实的作风，
积极投身到朝阳区的各项建设事
业中去。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劲松街道沉浸式百姓宣讲“声”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