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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季，天气逐渐转寒，学
生在“课间一刻钟”还会走出教室
锻炼吗？遇到刮风下雪的天气，他
们会如何安排课间？近日，记者来
到北京市第八中学 （以下简称北
京八中）初中部探访冬季版的“课
间一刻钟”。

北京八中西便门外校区有初
二初三两个年级， 共1700多名学
生，校园容纳空间有限。学校挖掘
现有潜力， 在操场一角把过去的
平房办公室改建成乒乓球室，在
办公楼前划出打羽毛球区域、设
置共享器材架等。 今年秋季开始
实行“课间一刻钟”制度后，学生
的课间休息出现更加丰富多样的
安排。 老师们欣喜地发现，操场、
楼间空地、 长廊等公共活动空间
利用得更加有序高效，钢琴、体育
游戏角、 小花园中合唱……学生
们可以找到各种放松、 休息和锻
炼的方法。 一名初二男生说：“现
在的课间， 我和同桌能跑到操场
上打10分钟篮球，太过瘾了。 ”

北京八中师生还为 “课间一
刻钟”创编了“快乐自主，燃动校
园”自编操，融入旋转、开合跳、踢
腿、击拳等大幅度动作，一套操做
下来，不少学生都出汗了。 “大家
都很喜欢跳自编操， 冬天也愿意
出来活动活动， 跳完后感觉整个
人都活跃了。”初二18班的周乐知
参与了自编操创作， 她的同学则
选用《疯狂动物城》配乐，让自编
操变得更“燃”。

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学生们

愿意在大小课间走出教室， 如果
赶上刮风下雪天， 学生留在室内
同样有事可做。 除了聊天、远眺、
散步等传统休息方式以外， 北京
八中师生创编了两套室内操，加
入拍手、揉肩、扩胸、展臂等适合
室内空间的动作， 配上积极向上
的流行音乐，不仅活动了身体，而
且调动了情绪， 得以精神饱满地
继续投入学习。

“课间一刻钟”的联动效果日
益明显， 学生的课间活动热情延
伸到午间休息时间段， 既有个性
化活动， 又有学校开展的有组织
活动，包括心理咨询辅导、社团活
动、学科沙龙、小型讲座等，还会
阶段性开展趣味比赛、演讲比赛、
花园音乐会等中大型活动， 整个
校园的午间生活充满活力。

课间休息延长5分钟后，“绝
不占用学生休息时间 ”“杜绝拖
堂” 已经成为北京八中老师的共

识。按照学校要求，在下课铃响的
一瞬间， 老师必须停止课堂教学
活动， 当堂的任课老师要督促引
导学生走出教室， 放松休息和自
主活动。 学校同时鼓励老师和学
生一起开展体育活动，操场上，很
多老师开始参与到和学生一起锻
炼的阵列中， 各年级工会小组也
动员老师们做工间操， 或进行舒
缓肢体的运动。

“课间延长5分钟，体现出尊
重学生身心发展的理念。 特别是
在义务教育阶段， 给学生更充分
的课间休息， 能够让学生真正放
松身心， 提高下一节课的上课效
率 ， 是减负提质的一个具体措
施。 ” 北京八中副校长耿晓东表
示，进入冬季后，学校继续鼓励学
生们在课间出去活动身体， 大课
间除了跳操外还增加长跑项目，
训练身体耐力， 满足各年级体育
考试的要求。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近日， 2024年北京市 “社保
服务进万家” 活动启动仪式在丰
台区政务服务中心广场举行 。
“社保服务进万家” 活动以 “政
策面对面 、 服务零距离 ” 为主
题， 为期一周。 启动仪式上， 现
场组织了社保政策宣传和在线直
播， 并设置社保文化嘉年华、 体
验官社保游等环节， 为市民群众
提供 “一站式” 服务。

在体验官社保游环节中， 市
民群众代表以 “社保体验官” 的
身份深度参观社保服务大厅、 帮
办专家工作室、 党建墙、 文化墙
等 ， 并 “沉浸式 ” 体验了社保
“咨询———受理———审核———办
结 ” 的一系列经办流程 ， 对 社
保经办服务给予了高度评价 。
活动现场还搭建了咨询台， 为市
民群众讲解社保政策 、 经办流
程、 发放宣传折页等， 并挑选了
市民群众咨询率高的高频问题，
由社保 “云上帮办团” 开展在线
直播讲解 ， 线上解决 “急难愁
盼” 问题。

启动仪式当天， 北京市各区
也开展了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
服务活动。 东城区围 绕 社 保 及
相 关 服 务 事 项 邀请专家 进行
政 策 宣 讲 ， 通 过 线 上 直 播 形
式 扩大受众覆盖面 。 朝阳区到
八 里 庄 社 区 开 展 “社 保 政 策
你来问我来答———社保服务进万
家” 活动。 通州区、 房山区、 门
头 沟 区 开 展 手 拉 手 帮 扶 专 场
招聘会， 向现场招聘企业及求职
者发放宣传折页、 解答疑问， 让
市民群众知晓社保政策、 了解自
身权益。

活动期间， 各区还结合区域
特色， 以 “文化节” “推介会”
“主题服务平台” “人社服务驿
站 ” 为载体 ， 开展社保知 识 小
竞赛 、 动漫视频展播 、 社保小
课堂等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 北
京 市 计 划 开 展 200余 场 活 动 ，
着力打造 “零距离帮办解忧、 面
对 面 帮 算 无 忧 、 心 贴 心 答 疑
化忧” 的暖心社保 “无忧” 服务
品牌。

□本报记者 张晶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凝心聚力 消费帮扶促增收

今年6月4日， 兴和县农副产
品推介会在延庆区成功举办。 醇
香的小米、 美味健康的燕麦、 营
养丰富的杂粮、 便捷时尚的马铃
薯食品……推介会现场， 摆满了
兴和县各类农产品和特色美食。
现场嘉宾纷纷驻足， 有的拿起小
米轻轻搓动 ， 感受其细腻的质
地， 有的品尝烤串， 尽情享受这
场美食盛宴。

延庆区与兴和县紧紧围绕服
务北京消费大市场， 全面落实京
蒙 “农畜产品销售倍增计划”，积
极组织特色优势农牧产品进京销
售， 充分发挥消费扶贫产业双创
延庆分中心、五进活动专场、电商
平台等进京销售平台作用， 线上
线下、内销外销同步发力，促成了
察尔湖国家级生态农场食材直供
北京， 兴和马铃薯进入北京冬奥

会餐厅， 兴和70%的夏秋季菠菜
供应北京新发地市场， 多种品类
产品端上首都市民餐桌。据统计，
2023年以来， 共助销兴和农副产
品和特色手工艺产品1.21亿元。

千里送岗 劳务协作稳就业

今年7月25日，2024年京蒙劳
务协作“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
暨高校毕业生夏季大型人才现场
招聘会在兴和县举办， 延庆区涉
及农牧、 家政服务、 酒店等行业
的14家企业共提供就业岗位数
389个。 延庆区坚持把增加脱贫
群众收入作为主要方向， 做好稳
岗就业工作， 2017年以来， 协同
开展 “春风行动” 等线下线上招
聘活动23场， 提供优质就业岗位
1万多个。

此外， 在开展劳务输出的基
础上， 延庆区积极引进企业， 帮
助兴和群众实现本地就业， 与北
京佳泰新材料公司沟通联系， 促
成该企业于2019年落地兴和。 5
年来， 该企业以 “北京总部+内
蒙古基地” “北京技术+内蒙古
制造” 模式， 充分带动兴和本地
农民就业， 目前共吸纳兴和劳动
力就业350人， 占企业职工总数
的88%， 人均月收入3900元， 有
力带动了农民就业增收。 该公司
新建农业种植科技园区就近就地
为农民提供蔬菜水果种植技术培
训， 提供稳定就业岗位30个， 为
13户脱贫家庭带来稳定收入， 年
均收入3.6万元。

乡村振兴 打造旅游新业态

作为全域旅游示范区， 延庆
区充分发挥文旅发展优势， 推动
东西部文旅协作， 打造旅游新业
态。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河北省张家口市、山西省大同市
签订文旅合作备忘录， 利用京
冀晋蒙特色文旅资源， 打造 “延
乌大张” 精品线路和四地节庆活
动， 积极争取市级和区级资金，
支持兴和县建设内蒙古首个 “百
美村庄” 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建
成安之若宿民宿15栋， 配套中餐
厅、 零碳牧场咖啡厅、 乡村振兴
学院、室外剧场、星空露营区等设
施，累计接待游客5400余人。同时
邀请兴和县参加民宿大会、 外省
文旅资源推介会、“情暖重阳”网
络联欢等文旅活动， 帮助兴和县
宣传推介旅游产品， 共同打造京
冀晋蒙特色旅游目的地， 共享京
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红利。

此外 ， 延庆区聚焦兴和县
“大花园”“大菜园” 建设目标，先
后支持蔬菜产业绿色生产种植基
地、苏木山绿色康养等项目，持续
保护生态、 美化环境。 坚持高端
化、绿色化发展路径，延兴两地共
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建
设农副产品冷链物流加工区。 从
2021年至今， 延庆区共累计投入
京蒙协作资金2.5亿元，实施研发
生产、仓储加工、冷链物流等40余
个重点项目， 助力兴和县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兴和县推进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日前， 丰台区南苑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联合南苑街道工会、 “小憩
驿站” 成员单位等开展反诈防诈宣传。 活动现场， 一条条朗朗上口、
幽默诙谐的反诈宣传标语格外抢眼。 工作人员通过通俗的语言、 真实
的案例， 吸引商户职工、 市民群众、 外卖配送员等群体围观听课， 推
动反诈骗知识入脑入心。

本报记者 曹立栋 通讯员 史莉 摄影报道

近日， 由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 角楼图书馆主办， 北京报友联
谊会协办的 《纸品上的北京中轴线》 专题展在角楼图书馆开展。 展览
通过丰富多彩的纸制品， 让市民群众从不同角度了解北京中轴线之
美。 据悉， 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日。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本市开展“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

延庆区开启京蒙协作“2.0版本”

北京八中：冬季版“课间一刻钟”同样精彩
《纸品上的北京中轴线》专题展开展

反反诈诈宣宣传传进进商商圈圈

昨天，记者获悉，立足
“延庆所能、兴和所需”，近
年来， 北京市延庆区坚持
以高位推动、产业联动、示
范带动、人才互动，全面深
化两地协作，将“输血式帮
扶”变为“造血式协作”，开
启京蒙协作的 “2.0版本”，
为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
市兴和县推进乡村振兴 、
加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