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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展室的“战和博弈”讲述了解放北平的三次秘密和谈。墙上
展示了一张第一次谈判时人民解放军代表苏静与国民党华北“剿总”
代表崔载之和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非傅方代表）照片。

王春霞介绍，北平和平解放谈判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第一次谈
判由于双方分歧过大，谈判无果而终；第二次谈判双方达成初步共识，
形成会议纪要；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第三次谈判，是总前委进驻宋庄
村后开始的。展厅内展出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
势变化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八项条件”内容、第三次谈判地点
通县五里桥的照片，以及人民解放军顺利攻取天津时，攻占天津警备
司令部的照片等。

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为中国能够早日实现和平、人
民早日脱离战争苦海，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条件”作

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为了配合谈判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
东同志统一部署，人民解放军果断发起天津战役。1949年1月14日至
15日，仅用了 29个小时，人民解放军顺利攻取天津。天津警备司令陈
长捷被俘并押送至通县。这一举动对傅作义方代表造成空前压力，此
时和平已是唯一出路，再无其他回旋余地。双方就此顺利达成了《北
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1月 17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苏
静，随邓宝珊等一同进入北平城内，双方代表对和平解决北平的具体
实施方案进行了商讨。19日，双方草拟《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
议书》，并电告中共中央军委定夺。21日，苏静和傅方代表王克俊、崔
载之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协议书上签字。22日，傅作义方代表在中
山公园水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读《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
议书》。

军事包围军事包围，，政治争取政治争取，，
北平和平解放成为中国人北平和平解放成为中国人
民解放战争史上一个光辉民解放战争史上一个光辉
范例范例，，被誉为被誉为““北平模式北平模式””。。
作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作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
一个不足百户一个不足百户、、名不见经传名不见经传
的小村庄的小村庄———北京通州宋—北京通州宋
庄村被载入史册庄村被载入史册。。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国成立 7575周年周年。。通州区委通州区委
宣传部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宣传部在全区范围内广泛
征集红色人物及英雄事迹征集红色人物及英雄事迹
并组织巡展并组织巡展，，得到积极响得到积极响
应应。。目前目前，，巡展第一站已在巡展第一站已在
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
开展开展。。同时同时，，此次征集也成此次征集也成
功寻访到了几位老人讲述功寻访到了几位老人讲述
旧址当年的故事旧址当年的故事。。

决战平津的决战平津的““大脑中枢大脑中枢””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战役如摧枯拉朽般击垮国民党军队，秘诀
就在于老百姓的支持。此次征集，还从村里老人那里成功寻觅到了尘
封已久的往事。

今年 81岁的宋庄村老村民王乃旺说，指挥部旧址就是他家的民
房，虽然当年他只有 6岁，但在与解放军战士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
亲眼见证并亲身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历史。“部队来的时候，大家都喊

‘欢迎部队’，我有一个哥哥，10岁，在北边的大树林里喊，‘欢迎解放军’。”
王乃旺回忆道，当时村里人都积极帮助解放军饲养马匹，没有马槽，大
伙就把口袋剪成三截，做临时饲喂战马的工具。

馆内复原了一幅《1949年的春天》，全景式呈现了1949年平津战役
指挥部、平津前线总前委迁至宋庄村，部队官兵与村民一起过春节的
场景。画面既描绘了战争年代的波澜壮阔，又表现了温馨热烈的军民
鱼水情。画家王跃进采用了中西结合的水墨创作手法，根据村里老人
的回忆及相关史料创作了该作品。其中包括 12个历史故事，购买物
资、过年炸咯吱盒、贴春联等景象令人身临其境。

在红色宋庄展览馆还展示了一枚特殊的印章，“我在家中翻药匣
子，结果无意中找到的一枚印章。”王乃旺说起那次发现，依然记忆犹
新，而这枚印章上刻着的两个字，正是王乃旺的岳父，烈士王九仲从事
地下工作时的化名“籍傑”。

王乃旺回忆，自己岳父的事迹，村子里的人都是知道的，但由于王
九仲作为地下工作者，遭日军杀害时年仅 19岁，许多具体事迹并不明

晰。自发现印章那天起，王乃旺就踏上了寻回王九仲身份的长路。
“这一找，前前后后就找了二十多年。”仅靠一枚印章和一个名字，找
回前人经历的难度可想而知。好在有志者，事竟成，王乃旺几经辗转
找到了王九仲的老师贾竹三，经由贾竹三帮助，更多王九仲的事迹浮
出水面。

1940年，年仅 14岁的宋庄村人王九仲到顾记豆腐坊做学徒，豆腐
坊主人顾德明实为北平地下党通县负责人。王九仲被发展为地下党
员，开展情报工作。1942年 11月，王九仲以结婚的名义回村，配合顾
德明开展地下情报工作，代号籍傑。其间成功打入伪政府在宋庄组
建的义勇壮丁队，在村内创建八路军村级政权，负责原河北省顺义五
区情报和催促粮饷工作，为当地八路军办事干部。1945年 2月 24日
因叛徒出卖，王九仲被驻燕郊日本部队特务抓捕，在狱中受尽
折磨，宁死不屈。1945 年 3 月 3 日，王九仲被日军在白庙
桥头杀害，时年 19 岁。“只要能让烈士事迹呈现在
大家面前，20 多年的寻找就没有白费。”王乃
旺激动地说，“旧社会的苦我全受过，
共产党的好处说也说不完。现在
我们的生活这么好，更要铭
记 历 史 ，让 大 家 都 知 道
美好生活是怎么得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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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解放战争的著名三大战役之一作为解放战争的著名三大战役之一，，平津战役的赫赫威名永载史平津战役的赫赫威名永载史
册册。。不过不过，，要说起这场伟大战役将领们是在哪里指挥的要说起这场伟大战役将领们是在哪里指挥的，，可能很多人可能很多人
会被问住会被问住。。其实其实，，这场著名战役指挥的这场著名战役指挥的““大脑中枢大脑中枢””就坐落在通州区宋就坐落在通州区宋
庄镇宋庄村庄镇宋庄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成为解放北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成为解放北京、、解放全中国的解放全中国的
重要历史见证重要历史见证。。

在宋庄镇宋庄村老政府路北侧在宋庄镇宋庄村老政府路北侧，，并列着两座三合院并列着两座三合院。。院外立有院外立有
““平津战役指挥部旧址平津战役指挥部旧址””字样的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字样的文物保护单位石碑。。19491949年年，，林彪林彪、、罗罗
荣桓荣桓、、聂荣臻等将领在这里运筹帷幄聂荣臻等将领在这里运筹帷幄，，指挥解放军决战平津指挥解放军决战平津，，吹响了终吹响了终
结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集结号结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集结号。。““这座指挥部存在的时间不长这座指挥部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意义但是意义
重大重大。。””宋庄镇宋庄村村委干部讲解员王春霞告诉记者宋庄镇宋庄村村委干部讲解员王春霞告诉记者，，平津战役历时平津战役历时
6464天天，，虽然宋庄村的这座指挥部只存在了虽然宋庄村的这座指挥部只存在了 2222天天，，但是下达攻取天津命但是下达攻取天津命
令令、、第三次北平和谈第三次北平和谈、、北平和平解放等一系列部署都在这里完成北平和平解放等一系列部署都在这里完成。。

当时当时，，平津前线总前委在这里下达了攻取天津的命令平津前线总前委在这里下达了攻取天津的命令，，促成了第促成了第
三次北平和谈三次北平和谈，，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和平解放、、和平接管和平接管，，使宋庄村成为使宋庄村成为““北平模式北平模式””的的
诞生地诞生地。。““北平模式北平模式””是指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是指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引导相结合的方式，，使使
敌人接受和平条件敌人接受和平条件，，从而避免大规模战斗从而避免大规模战斗，，保护城市和人民生命财产保护城市和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的方式安全的方式。。

此次布置了此次布置了““运筹帷幄决胜平津运筹帷幄决胜平津———平津前线总前委旧址复原陈—平津前线总前委旧址复原陈
列列””主题展厅主题展厅，，共展出珍贵历史照片共展出珍贵历史照片 6060余张余张，，文物文物、、文献文献 8080余件余件（（套套）。）。
展览共包含六个展室展览共包含六个展室：：第一展室第一展室，，战略部署战略部署；；第二展室第二展室，，进驻宋庄进驻宋庄；；第三第三
展室展室，，解放天津解放天津；；第四展室第四展室，，战和博弈战和博弈；；第五展室第五展室，，保护古都保护古都；；第六展室第六展室，，
北平解放北平解放。。展览以丰富的文献史料和现代化展陈手段充分诠释了展览以丰富的文献史料和现代化展陈手段充分诠释了
19491949年平津前线总前委进驻通县宋庄村年平津前线总前委进驻通县宋庄村，，并最终取得北平和平解放的并最终取得北平和平解放的
辉煌历史辉煌历史。。

按照展陈内容按照展陈内容，，参观者可以一点点清晰了解平津前线总前委的概参观者可以一点点清晰了解平津前线总前委的概
况况，，重读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重读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平津前线总前委旧址前身为本地一家平津前线总前委旧址前身为本地一家

王姓村民宅院王姓村民宅院，，始建于民国初期始建于民国初期。。19481948年年 1111月月 2929日日，，根据中共中央根据中共中央、、
毛泽东部署毛泽东部署，，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联合发起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联合发起平津战役。。19491949年年
11月月 1111日平津前线总前委进驻通县宋庄村日平津前线总前委进驻通县宋庄村。。1515日日，，天津解放天津解放。。3131日日，，
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胜利结束。。22月月11日日，，平津前线总前委移驻北平津前线总前委移驻北
平城内办公平城内办公。。

““为什么选择宋庄村作为平津前线总前委指挥部呢为什么选择宋庄村作为平津前线总前委指挥部呢？？首先要说这首先要说这
里地里地理条件优越理条件优越。。””王春霞介绍道王春霞介绍道，，为了更方便地控制和指挥平津唐战为了更方便地控制和指挥平津唐战
局局，，19491949年年11月月1111日日，，平津前线总前委从蓟县孟家楼搬至通县宋庄村平津前线总前委从蓟县孟家楼搬至通县宋庄村。。
辽沈战役结束后辽沈战役结束后，，面临着华北的解放面临着华北的解放。。宋庄地理位置重要宋庄地理位置重要，，离北平和天离北平和天
津更近津更近。。在宋庄在宋庄，，一方面方便指挥和了解天津战况一方面方便指挥和了解天津战况；；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更方便与更方便与
傅作义谈判傅作义谈判。。““除了地理优势外除了地理优势外，，当年的宋庄村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群众基当年的宋庄村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群众基
础好础好，，通过抗日战争通过抗日战争，，党在这里扎下了根党在这里扎下了根，，整个村都是堡垒村整个村都是堡垒村，，老百姓觉老百姓觉
悟高悟高，，可以更好地保护指挥部可以更好地保护指挥部，，所以平津前线总前委就设在了宋庄村所以平津前线总前委就设在了宋庄村。。””
王春霞说王春霞说，，平津战役期间平津战役期间，，宋庄村民踊跃支前宋庄村民踊跃支前，，为平津战役的胜利作出了为平津战役的胜利作出了
重要贡献重要贡献，，极大配合了后勤保障任务的顺利完成极大配合了后勤保障任务的顺利完成。。

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负责人王铁军表示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负责人王铁军表示，，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后，，平平
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成为宋庄镇政府所在地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成为宋庄镇政府所在地，，一直持续到一直持续到2020世纪世纪9090
年代年代。。之后之后，，这里又陆续当过派出所驻地这里又陆续当过派出所驻地、、库房库房。。20142014年起年起，，文保部门文保部门
对这里进行了两轮修缮对这里进行了两轮修缮，，20212021年被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年被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目前，，我们的展品还是以图文为主我们的展品还是以图文为主。。””王铁军说王铁军说，，该馆将长期启动该馆将长期启动
文物征集活动文物征集活动，，面向社会征集与东北野战军面向社会征集与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华北军区部队、、平津战平津战
役役、、北平和谈北平和谈、、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接管等主题相关的物品北平的和平接管等主题相关的物品，，进进
一步丰富展览内容一步丰富展览内容。。

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接下来，，巡展将以巡展将以““流动的爱国主义流动的爱国主义
教育课堂教育课堂””的形式陆续走进机关的形式陆续走进机关、、中小学中小学、、社区社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公
园园、、军营等地军营等地，，将红色文化教育进一步延伸将红色文化教育进一步延伸，，厚植家国情怀厚植家国情怀。。

解放北平的三次和谈

一方印章追寻前人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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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自动导航驾驶系统实现无人驾
驶，无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实现节水
与增收“双赢”，绿色防控、远程监控让传
统农业更加智慧智能……第三十一届中国
北京种业大会的玉米展区位于通州区于家
务乡，记者提前探秘，感受农业新质生产力
的“黑科技”。

集中展示208个玉米品种

在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的玉米
新品种田间观摩活动区，数百个玉米品种整
齐排列，茎秆粗壮，叶色墨绿，长势喜人。

“今年的大田玉米更加突出高蛋白、高
淀粉等特性，多个品种在抗锈病、抗虫、耐密等
方面表现亮眼。鲜食玉米则增加了甜加糯、高
叶酸等品种，相信会让参会者眼前一亮。”玉米
新品种田间观摩活动区负责人表示。玉米新
品种田间观摩活动分为春播、夏播两个区域，
其中春播玉米品种59个，涉及25家企业；夏播
玉米品种149个，涉及 42家企业。可实现现
场扫码查看品种信息，为进一步促进优质新
品种的推广应用搭建交流平台。

作为我国三大粮食作物之一，玉米被广
泛用于食品、饲料、工业等多个领域，有着不
可替代的地位。研究玉米育种以来，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已培育出京科968、京
科糯2000等国审玉米新品种200多个，累计应
用5亿多亩，增产粮食200多亿公斤，开拓并引
领了玉米DNA指纹及分子鉴定研究领域，为
我国粮食安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作出突出
贡献。2012年，研究所实验基地落户通州区于
家务乡，这些新品种里，有一部分就“出生”在
于家务乡，在今年的玉米新品种田间观摩活
动区，就能看到一部分“明星品种”。

指着展区里的“精兵”，其负责人一一介
绍道：“比如京科 968，这是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玉米研究所选育的玉米新品种，连续多年
年种植面积超 2000 万亩，累计近 2 亿亩，是
我国当前春玉米种植面积最大的主导品种；
再比如京科糯2000，这个品种具有丰产稳产
性强、营养品质高、口感风味好、用途广泛等
突出优势，实现了高产与优质两者兼顾，鲜
果穗采收期和加工期显著延长，适合规模化
种植及加工。目前已通过国家及北京、上海
等20多个省市审定，并成为我国第一个在国

外审定的玉米品种。”

多项“黑科技”加持

在科技创新驱动下，物联网、智能传感
器、大数据、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等技术将
持续进步并深度融合，构建高度集成的智慧
农业生态系统，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今
年，玉米新品种田间观摩活动区同样使用了
多项新技术新模式。

通过使用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研发
的智慧滴灌系统，有机融合先进滴灌和智慧
管控等技术，实现田间环境信息感知、数据
远程传输、水肥智慧决策、高效精准实施“一
条龙”，为规模化农田滴灌提供一个新的解
决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玉米新品种田间
观摩活动区在农机作业上还使用了北斗自
动导航驾驶系统，实现了无人驾驶，在提升
作业效率、质量的同时，还减小了劳动强度
和用工成本。其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
探索创建集高效品种、灌溉施肥、全程机械、
高密栽培于一体，可复制、可推广的京郊玉

米无膜浅埋滴灌高产创建技术模式。
“已经有一些农户迫不及待到地里看

种，想为明年的种植选种打个前站。”玉米新
品种田间观摩活动区负责人表示。

下周将迎来最佳展示期

目前，玉米新品种田间观摩活动区各个
品种长势良好，将在大会召开前后，即 10月
15—19日迎来最佳展示期。

作为我国种业行业办会历史最久、最具
规模和影响力的展会之一，每年的中国北京
种业大会地展总会吸引众多行业人士关
注。大会有序落实开展一年一度的品种展
示工作，面向全国科研机构、种业企业进行
征集展示。为品种权人搭建成果转化平台，
为广大农户提供“看禾选种”的平台，有效促
进了优新品种的落地推广。

“聚焦一颗芯，一粒种，一条链。”大会有
关负责人表示，大会地展始终以优新品种
为核心，积极促进成果转化，探索产业链
条延伸，不断为北京和全国农业高质量发
展赋能增效。

北京种业大会玉米展区于家务乡提前探秘

通州玉米地里“加持”新质生产力
本报记者 田兆玉

本报讯（记者 范俊生）“每次来北
京都会看到新建筑、新技术，以及这座
伟大城市展现出的新特质。像城市副
中心这样的新城区，不仅展示了现代化
与科技创新成就，还反映了北京在推动
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领导力，是世界
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参访完城市副中心，斯洛文尼亚前总
统、世界领袖联盟原主席、国际行动理
事会会员达尼洛·图尔克由衷称赞。

10月10日，来华参加中国国际友好
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70
周年纪念活动的国际友好人士走进城
市副中心，外国友人们泛舟大运河，打
卡三大文化设施，深入探索这座正在加
速崛起的“未来之城”，感受北京生机勃
勃的发展脉动。

秋日的北京阳光明媚，在蓝天白云
的映衬下，大运河碧波荡漾，一幅“蓝绿
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画卷
跃然眼前。以远处灵动优美的千荷泻
露桥为背景，国际友人们纷纷拿出手机
拍照，记录下精彩瞬间。“就像我的家
乡，这里的河流清澈美丽。”密克罗尼西
亚中国友好协会代会长、波纳佩州议会
副议长麦加里·米盖尔赞道：“北京是一
座令人惊叹的城市，每年都在蓬勃发
展，是国际社会学习科技创新和发展经
验的典范。”

从大光楼码头乘船沿大运河顺流
而下，沿途经过高楼林立的运河商务
区、风格各异的跨河桥，随处可见充满
活力的发展景象。

“在我眼里，这就是‘新北京’”，
泰国前副总理、泰国—中国友好协会
会长功·塔帕朗西认为城市副中心是
观察北京发展的一个范例，“它展示
了政府如何通过科学的、前瞻的规划
和有效的管理，实现城市的有序成长
壮大，同时还让市民享受到更美好的
生活。”

掩映在森林中的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和北
京大运河博物馆，既是建筑上的杰作、文化的宝库，也让市
民群众就近享受到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漂亮的现代建筑、
优美的生态环境，背后都能看到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撑”“城
市景象引人入胜，令人印象深刻”“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发展
变化，这里是国际社会向中国学习的一个窗口”…… 在“运
河之舟”“森林书苑”“文化粮仓”间漫步，外国友人们一边拍
照留念，一边连连赞叹。

一路参访、一路观察、一路交流，大家亲身感受北京蓬
勃发展带来的合作新机遇，分享以民间交往助力国家友好、
增进人民友谊的新思考。

博茨瓦纳—中国友好协会会长普索·哈博罗内已经是
第十次来到北京，在他看来，民间外交具有独特作用，组织
这样的参访活动对于密切人文交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友
好关系很有必要，“尊重彼此国家的文化和不同民族的文
明，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知道双方都在想什么、做什么，才
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深厚友谊。”

“友谊，和平，繁荣。”功·塔帕朗西用三个关键词描
述中国在促进世界友好中所作的努力，“与世界各国
建立友谊网络，倡导与促进和平发展，为人民与经济
带来繁荣，这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
一。正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我认为它体现的就是对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和奋斗精
神的追求。”

中外友人们在热烈的交流中，关系拉近、友谊升温，纷
纷表达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大家都是中外民间友好的亲历
者、参与者、贡献者”“欢迎大家共享中国机遇，促进共同发
展”“希望未来继续加强合作，推动全球对话与交流，共同为
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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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集镇胡庄村

非遗美食赢得老人连连称赞

眼前的大院子，种着一畦畦蔬菜，阵阵清香令人十分舒爽。西
集镇胡庄村养老服务驿站，就在院子里。

膳食中心里，十几个人正忙活着制作通州区级非遗美食瓤豆
腐。他们先往手心里放一勺豆腐泥，再包裹上精美馅料，揉搓成一
个大丸子，放进电饼铛煎至两面金黄，蘸上酱料即可食用，也可配
菜蒸、炖。入口鲜香弹牙、多汁软嫩、唇齿留香。

站在最前边、头戴厨师帽、给大家传授技巧的中年男士，就是
瓤豆腐非遗传承人孙振洪。小方桌旁，今年已经73岁的王世秀听
得认真、做得仔细，“这得用巧劲儿，急不得。步骤虽然多，但做好
了肯定入味。”

孙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是一位“民间大厨”，村里谁家有红白喜
事要摆几桌，她都会义务去帮忙，饭桌上总少不了这道通州当地颇
具特色的瓤豆腐。“我们村里做，图省事，直接用两块卤水豆腐夹着
肉馅炸……”老人说，这次养老助餐点把非遗传承人请了过来，让
她学到了最正宗的瓤豆腐做法，自己虽然年纪大了，但耳不聋眼不
花，记忆力也还可以，回家跟闺女一起好好练练，让家人们都尝尝
这非遗味道。

胡庄村养老服务驿站的运营方颐乐居，目前在通州、朝阳、房
山等5个区运营着10家养老服务驿站。“很多老人和我说，人老了
最害怕无聊、孤独。”胡庄村养老驿站负责人王慧楠说。

驿站通过丰富的活动，吸引老人来这儿玩，渐渐地，老人们和
驿站工作人员互相熟悉了，很多老人也就愿意在这儿就餐了。邀
请老人们体验瓤豆腐制作这天，老人们的午餐就会免费增添这道
非遗美食。

胡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白连顺说，养老驿站运营
商、非遗传承人可以为村里链接多种资源，为乡村振兴提供很
多可以操作的“金点子”，吸引老人们一起共建美丽家园，“西
边是大运河，东边是潮白河，区里正在打造‘两河经济带’，我
们村夹在中间，肯定能受益。”他说，胡庄村要打造农康养田园
生活，利用闲置民房改造一批高品质住宅，吸引城里老人来村
里养老。

重阳节前记者对副中心一些养老驿站调查：

不挣“快钱”聚人气 专为老人办“食事”
本报记者 陈强

让养老助餐促进基层治理

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社区发展协会副会长汪碧
刚介绍，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在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应当以养老助餐点
为支点，带动更多老年人加入基层治理，共建、共治、共
享美丽家园。

汪碧刚表示，很多老年人平时和外人聊天的机
会很少，实际上，中国人是很愿意在餐桌上一边吃饭
一边交流的，养老助餐点应该为大家提供交流、沟
通、议事的场所。政府部门在扶持养老助餐点的同
时，也要尊重市场机制，形成良性循环，让老年人通
过这方小小的餐桌，感受到社区的温度，更加热爱这
座城市。

盼成立养老助餐区域联合体

记者发现，虽然很多养老助餐点很受居民们欢迎，但运营
方很难盈利。养老助餐本身具有强烈的公益属性，定价普遍较
低。尽管餐厅看似“红火”，但实际上常因为“高成本、低定价”
而持续亏损。

养老助餐点的经营者希望能告别“单打独斗”的现状，成立
养老助餐区域联合体，发挥各家所长、增加送餐区域、打响助餐
品牌，既能给老年人提供更加丰富的就餐选择，也能给养老助
餐点引流。流量上去了，助餐点就可以适当开展一些增值
服务。

社区里，老年餐桌让老人们认识
了很多新朋友；几百年历史的古村里，
非遗美食制作体验活动让老人们有了
更多话题……通州区的老年餐桌，用
花样活动聚人气，让老人胃暖心更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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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的每周1000单

增长到每周近60000单

临河里街道玫瑰园社区

“候鸟老人”参加社区美食大赛

周日下午两点，玫瑰园社区荷锄归养老服务驿站社区
食堂里，10多位老人围坐在一楼的饭桌前，阵阵菜香沿着
楼梯从二楼飘下。一位老人说：“今天是社区美食大赛，我
们是评委，参赛选手们正在二楼忙活呢。”

记者走上二楼，只见 6张小桌一字排开，桌上不仅有
燃气灶、锅碗瓢盆，还有各种主料、调味料。选手们有的在
切肉片，有的在炝锅，还有的在颠勺……开赛仅 3分钟，1
号桌的西红柿炖牛肉就做好了。“我从家提前把肉炖好，到
这炒一下西红柿，掺在一起，菜就搞定！”69岁的王敏边摘
围裙边说，“来这儿切磋厨艺，主要是为了交朋友。”做完
菜，请工作人员帮忙端到一楼，她没下楼，反而来到其他选
手旁边，乐呵呵地看着人家做菜。

王敏是“候鸟老人”，老家在辽宁。“这酸菜白肉炖粉
条，老好吃了！”王敏夸赞的是5号桌陈亚萍的美食。

陈亚萍也是辽宁人，今年62岁，退休后就来到玫瑰园
社区照看孙子，“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都不敢出小区，
怕找不回来。”她说，想家的时候，就做一道酸菜白肉炖粉
条。现在孙子上一年级了，陈亚萍的空闲时间多了，看见
社区发美食大赛的通知就报了名，“这活动组织得真挺好，
食材都不用我们准备，还专门打电话问我，酸菜要什么牌
子的。”

63岁的焦铁军，炒的是一盘糖醋土豆丝。“自打社区食
堂开了，我们老两口经常在这儿吃饭，家里厨房都不怎么
动火。”他说，这次为了参赛，还特意在家练了练刀功，“社
区食堂好吃不贵，分量足，刷老年卡还有优惠呢！午餐花
10多块钱就能吃到好几个菜。”

驿站负责人毕婉儒说，养老驿站没想着挣快钱，所有
食材都来自荷锄归农场，没有中间商，可以大幅降低成
本。荷锄归农场还在驿站旁边开了生鲜超市。经过几年
努力，驿站凭借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越来越受欢迎，人气
越来越旺，现在已经实现了微盈利。

智库点评 民有所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