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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知乡爱乡家国情怀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通州小学开运河文化课真棒
本报记者 孙云柯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小学的课堂上普遍开设了一门特殊的课程，统称运河文化课。课程带领学生走近大运河，学习
运河历史、感悟运河精神，激发学生知家乡、爱家乡情感，培养孩子们的家国情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各学校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和校园文化，分别制定特色课程与实践活动，涌现出后南仓小学“寻仓探蕴”课程、运河附
小“绿心馆院”课程、运河小学“通融”课程等品牌。近日，记者走进这些校园，探访学生们在运河文化课程滋养下发生的
点滴变化。

本月初，北京在第八届全球地方政府和城市峰会
上获评“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得益于近些年国家
对生态保护的重视，民间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保护意
识逐步提高，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爱鸟护鸟人士也逐渐
增多。

近日，由北京市通州区文景街道办事处主办的“北
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自然艺术摄影展”在环球度
假区地铁站南广场启动，展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
市绿地、农田草地、森林、河流湿地等生态栖息地间的
生物多样性调查成果。

活动现场，已在副中心观鸟、护鸟十年的爱鸟汇野
生动物保护志愿者羿健表示，从2021年至今，爱鸟汇志
愿者在城市副中心记录到的鸟儿种类已达 364种。不
但发现、记录到繁殖、育雏的震旦鸦雀，还拍摄到长尾
鸭、北鹰鹃等极为少见的鸟类。

本月 18日，爱鸟汇鸟调员例行对北运河甘棠闸至
胡郎路大桥段进行鸟类调查时，在6只普通秋沙鸭群中
发现一只体色为黑色的鸭科鸟类，通过相机记录和单
筒望远镜反复观察辨识，初步认定为黑海番鸭雌鸟。

城市副中心建设十余年来，通州区通过河流生态
补水，全区湿地总面积达到 5500多公顷。通过大规模
增绿，城市副中心森林面积超过45万亩，遍布全区的公
园、绿地成为鸟类的乐园，观鸟爱好者、护鸟志愿者的
群体也逐步壮大。公益团体爱鸟汇的成员已达 400余
人，除了拍摄、保护鸟类外，每周末都会组织青少年观
鸟活动，领略鸟类生态的神奇与美妙，增进大家对自然
生灵的敬畏与热爱。

本报记者 白继开 文并摄

通州河湖湿地迎来观鸟人

本报讯（记者 张楠）最近几
天，本市迎来雨雪大风降温天气，
为了让市民温暖过冬，本市发出

“升温令”。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委
了解到，本市已根据天气变化情
况提升供热出力，精细调节供热
参数，加强降温天气供热服务保
障，确保达标供热。

为了应对雨雪降温天气，本
市已建立起采暖季供热保障气象
会商和预警联动机制。专业气象
部门针对不同区域提供精准气象
预测，遇到降温、寒潮等天气变
化，提前向供热单位发布提升负
荷、加强供热保障的调度令。此
次雨雪降温天气来临，市城市管
理委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密气
象会商，要求各区和各供热单位
做好供热服务保障，持续关注辖
区天气预报，根据天气变化情况
提升供热出力，精细调节供热参
数，确保达标供热。

此外，供热部门还与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建立了供热诉求监
测和联动督办机制，并通过供热
管家及网格化管理，及时发现供
热突出问题，解决市民急难愁盼
诉求。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委了解
到，供热保障期间，供热部门及供

热单位将每天对市民的诉求工单
进行监督和分析。全市供热问题
主要划分为哪些类型，哪些区、哪
些区域或是哪些小区的供热问题
高发，供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哪
些，都将通过监测进行精细的梳
理和分析，并督促问题及时解决。

降温期间，供热单位将持续
做好供热系统巡查巡检，主动作
为，发现问题、及时处置，确保人
到户、热到家。按照惯例，供暖期
间，供热单位将在每月 5 日、15
日、25日启动“逢五测温”。测温
时，“高中低”不同楼层，“远中近”
不同典型户型，均将按照一定比
例进行测温。遇降温天气，供热
单位将加强入户测温和上门服
务，特别是重点加强对老旧小区
的供热服务和保障，如遇突发情
况将快速处置、及时报告。

记者了解到，全市供热服务
电话“96069”和微信公众服务号

“北京热力客户服务”，将 24小时
提供服务。市民可密切关注家中
供暖管道、暖气片等用热设备的
状况，如发现跑冒滴漏等问题，可
及时拨打所属供热单位服务电话
报修解决，供热单位将及时响应、
上门维修，快速解决跑冒滴漏等
问题。

本市供热系统“升温”确保达标供暖

本报讯（记者 柴嵘）近日，国
家医保局介绍，我国所有省份已
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
济，1 至 10 月共济金额达 369 亿
元。23个省份还将共济范围扩大
至近亲属。

截至目前，天津市、河北省、
山西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
省、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山东
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
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四川省、贵
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
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 23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共济范围，由配偶、父母、子女，扩
大到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
统筹区共济。这意味着，只要共
济人、被共济人在同一省份内参
保，无论是否在同一个城市，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都可以用于支
付被共济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定
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
医疗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
保等的个人缴费。

2024 年 1 至 10 月，我国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共济 2.83 亿人次，
共济金额达 369.08 亿元，比前 9
个月增长0.37亿人次。同一统筹
区内共济 2.63 亿人次，共济金额
329.75 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济
1976.29 万人次，共济金额 39.33
亿元。

全国均实现医保个账省内共济
23个省共济范围扩至近亲属

四部门将联合对电诈及关联犯罪实行惩戒

电诈分子将纳入严重失信黑名单
本报记者 林靖

昨天上午，记者从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电信网络
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将于12月1日起正式施行，
实施分级惩戒。

三种惩戒联合打击电诈

因实施电诈及关联犯罪被追
究刑责的人，适用金融惩戒、电信
网络惩戒、信用惩戒措施，惩戒期
限为 3 年；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公
安机关认定具有非法买卖、出租、
出借电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

话、电信线路、短信端口、银行账
号、支付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
互联网账号等行为的单位、个人
或相关组织者，适用金融惩戒、电
信网络惩戒以及纳入金融信用信
息基础数据库，惩戒期限为2年。

联合惩戒措施有哪些

《惩戒办法》共 18条，明确依
据原则，确定惩戒对象，细化惩戒
措施，采取分级惩戒，规范惩戒程

序，设置申诉程序。
根据《惩戒办法》，惩戒措施包括

金融惩戒、电信网络惩戒、信用惩戒：

■■金融惩戒金融惩戒 银行业金融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应当对惩戒对象非银行支付机构应当对惩戒对象
落实以下金融惩戒措施落实以下金融惩戒措施：：一是限制被惩戒对象名下银行账户一是限制被惩戒对象名下银行账户、、数字人数字人
民币钱包的非柜面出金功能民币钱包的非柜面出金功能；；二是停止被惩戒对象名下支付账户业二是停止被惩戒对象名下支付账户业
务务；；三是暂停为被惩戒对象新开立支付账户三是暂停为被惩戒对象新开立支付账户、、实名数字人民币钱包实名数字人民币钱包。。
此外此外，，还将有关被惩戒对象信息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还将有关被惩戒对象信息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电信网络惩戒电信网络惩戒 电信业务经营者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落实相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落实相
关措施关措施：：限制惩戒对象名下的电话卡限制惩戒对象名下的电话卡、、物联网卡物联网卡、、固定电话固定电话、、电信线电信线
路路、、短信端口等功能以及过户等业务短信端口等功能以及过户等业务；；限制惩戒对象名下电话卡注册限制惩戒对象名下电话卡注册
的存在涉诈风险的互联网账号功能及业务的存在涉诈风险的互联网账号功能及业务；；不得为惩戒对象开立新不得为惩戒对象开立新
的电话卡的电话卡、、物联网卡物联网卡、、固定电话固定电话、、电信线路电信线路、、短信端口短信端口，，存在涉诈风险存在涉诈风险
的互联网账号等以及提供网站的互联网账号等以及提供网站、、应用程序的分发应用程序的分发、、上架等业务等上架等业务等。。

■■信用惩戒信用惩戒 将有关惩戒对象纳入将有关惩戒对象纳入““电信网络诈骗电信网络诈骗””严重失信主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体名单，，共享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共享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通过并通过““信用中国信用中国””网站对严网站对严
重失信主体信息进行公示重失信主体信息进行公示；；将有关惩戒对象信息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将有关惩戒对象信息纳入金融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基础数据库。。

对惩戒对象实行分级惩戒，
对不同惩戒对象分别设置 2年或
3年的惩戒时限，对惩戒期限内多
次纳入惩戒名单的，连续执行惩
戒期限不得超过5年。

《惩戒办法》坚持公开公正、

保障权益，明确了申诉、受理、核
查、反馈和解除等工作的程序和
时限；强化依法惩戒的同时，设立
申诉渠道，对于发现惩戒认定确
有错误的，要及时解除惩戒措施，
充分保障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电诈已成数量上升最快刑案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郑
翔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已成为数量上升最快的刑事案件
类型。

作为非接触性犯罪，电信
网 络 诈 骗 犯 罪 之 所 以 能 够 实
施，是因为有庞大的支撑电信
网络诈骗违法活动的黑灰产从
业者，通过出租出售电话卡和
银行账户、贩卖个人信息、推广
引流、程序开发、“跑分”洗钱等

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提供
帮助。

公安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
民银行联合印发了该《惩戒办
法》，这是保障《反电信网络诈骗
法》贯彻实施的重要配套文件，也
是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颁布实
施 2 周年之际，进一步推动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治理工作向纵
深发展的重要举措。

副中心大量水域、湿地为鸟类提供优质的越冬栖息地，也让观鸟爱好者们有了得天独厚的观鸟体验。

后南仓小学：
“寻仓探蕴”培养家乡情怀

从学校的名称上就能看出，后南仓小学与大
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学校地处通州区后
南仓社区，旧时，南方运来的粮食主要存于此处
的后南仓，学校也因此而得名。事实上，后南仓
小学还是通州的一所百年老校，其历史最早可以
追溯到 1903 年，后于 1956 年改名为后南仓小学
并延续至今。

“学校发展至今已有超过 120 年的历史了，
如何让学生知道校史，了解运河的历史背景和特
殊的作用、价值，是我们学校一直探索的课程建
设的方向。”后南仓小学教务处主任范亚芳介
绍，“因此我们基于运河元素，基于后南仓特殊
的‘仓’文化，积极发动教师献计献策，深度发掘
学校特殊地理环境的优势和历史传承的特点，走
访周边社区老人，并查阅相关资料，建构了特殊
的寻仓探蕴系列课程，形成了后南仓小学《寻仓
探蕴》课程读本。”

“寻仓探蕴”系列课程通过寻找运河周边的仓
文化、仓历史、仓中科技等运河符号，建立了集科
学、文学、数学、美术、音乐、健康课程等为一体的
跨学科实践课程。在读本支持下，学校还设计了

《仓之貌》《仓之史》《仓之蕴》三本活动手册，分别
面向低中高年级学生，作为实践活动探索的支撑
材料。课程开展以来，孩子们沉浸在运河文化中
探索，逐渐养成知家乡、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情感。

例如，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参与运河观鸟活动，
认识运河多样生态圈，为保护鸟类栖息地积累了
观察材料。其间，六年级学生周派获得了通州区
观鸟活动一等奖。“能够获得一等奖我特别自豪，
当时一口气认出来了42种鸟类，多亏了平时观鸟
活动的积累。”周派说，“经常参加运河观鸟活动，
让我积累了不少自然生物知识，不仅平时可以给
同学分享，在作文写作、课题报告方面也很有帮
助，大大增加了我对运河文化、自然课程的兴趣。”

学校还利用校内的生物馆开设了“万物启蒙
生命科学社团”，组织学生饲养芦丁鸡、中华花龟、
仓鼠等动物以研究生物多样性。“我负责饲养的是
一只仓鼠，他们看起来小小的萌萌的，实际很聪
明，时间长了还能认出主人，慢慢我们之间也培养
出了深厚的感情，也理解了生物多样性的宝贵。”
生命科学社团小团长张睿说。

运河附小：
绿心馆院课程打造第二课堂

运河附小距离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不远，走路遛弯不过十
余分钟就到。它的前身，是过去的发电厂小学，搬迁以前就在如
今北京城市图书馆的位置。今年年初，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刚
刚开馆营业，运河附小就第一时间组织师生前往探访学习。

运河附小美术老师陈思佳说，“过去，学校里有一条银杏
大道，到了秋天就是金色的童话世界。如今，这片银杏树没有
了，但北京城市图书馆内却‘长’出了新的银杏树干和叶片，支
撑起这座森林书苑，成为了老校、新馆的情感链接。”

承载着这份情感记忆，运河附小将三大文化设施的优质
资源作为课程设计的根，探索开发出“绿心·馆院”系列特色课
程，包含“森林书苑”图书馆系列、“运河之舟”博物馆系列和

“文化粮仓”剧院系列，由 10个单元组成。运河中学附属小学
校长王艳荣说，“我们希望将这三大文化设施打造成为学校没
有围墙的第二课堂，让孩子们在古今对话中，培养知家乡、爱
家乡的情怀。”

为了表达学校与三大文化设施的密切情感联系，今年初，
运河附小教师特意带着学生们绘制了一本名为《遇见》的画
册，将师生们对三大文化设施的理解以绘画形式表达出来。
例如学校一年级2班的牛子涵，画的是北京艺术中心的“帷幕”
造型，待到后来真正进入其间聆听音乐，她感到，“如同走进了

‘画’中。”教师赵玮则是创作了一幅《发电厂小学》，把过去校
园的美景留存下来。

今年5月，学校六年级全体师生与河北省雄安容西和平小
学、天津市和平区四平东道小学共同参加北京城市图书馆主
办的“林深年少·阅四季”少儿阅读活动。学生们通过讨论投
票的方式，确认以诗人杜甫的一生为活动主线，采用朗诵、表
演、歌唱等多种形式在舞台上呈现一场精彩的古韵文化盛宴。

为了这场舞台剧，全校六年级师生都兴奋地准备起来，有
的回去上网“恶补”杜甫的诗歌和生平资料，有的从食物里的
唐诗出发，回家学会了做清蒸鲈鱼等。要说变化最大的，还数
学生崔雨阳，在课本剧《渔歌子》中他饰演船夫，走上舞台的他
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对待演出极为认真，最终演出也很圆满，
收获了满满的信心和认可。

目前，运河附小还在积极准备“会说话的瓷器”课程，组织
师生走进大运河博物馆，借助博物馆馆员、非遗瓷器专家、专
业策展人、相关专业书籍资源，学习了解中国的瓷器文化，以
学生作为策展人研究如何举办一场富有创意的瓷器展览，并
亲自动手学习瓷器制作。王艳荣介绍，目前《瓷器永流传》课
程已经设计完成项目方案，即将于下学期开课，让孩子们在感
受瓷韵的同时传承工匠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加民
族自豪感。

运河小学：
以运河精神培育运河少年

位于运河西大街上的运河小学，更是充满了运河
文化元素，不仅学校就以运河命名，校徽也是由“运河”
两字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组成，地下是河，上面是船，寓
意学校承载着运河厚重的历史和文化，驶向美好的未
来。走进校园，运河文化元素随处可见，楼道间、走廊
旁的宣传栏里，展示的都是运河桥梁、运河人物、运河
民俗等内容。

“浸润着深厚的运河文化，我们学校提出以运河精
神培育运河少年。通过深入挖掘运河文化历史，梳理
运河从凿通、汇通到融通的文化脉络，学校构建了由通
识基础课程、通济拓展课程、通达卓越课程组成的通融
课程体系。”运河小学副校长陈建华介绍，“通融”课程
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通过跨学科等课程内容
融通，打破学科壁垒，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

运河课程实施以来，科学老师陈鑫明组建了建筑模
型社团，每学期在自己的科学课程中增加对运河桥梁的
学习实践内容，不仅带领学生学习运河历史文化，还组
织学生到玉带河桥、通济桥等实地观察桥梁结构。刚刚
举办的2024年“共筑家园”全国青少年建筑模型教育竞
赛上，学生洪婧然的作品《锦绣江南》和翟子木的作品

《中华庭院》以其独特的设计、精致的制作和深刻的文化
内涵，荣获一等奖。其中，作品中出现的桥就是在运河
桥梁的灵感启发下设计而来。

生态文明课中，陈鑫明还带领学生观察运河的水，
课外实践的足迹遍布运河森林公园的运河畔、碧水再
生水厂等，通过制作生态瓶、生态盒，让学生亲身体会
污水还清的过程，认识到水资源的宝贵。“老师布置的
生态瓶作业挺有趣的，我们小组做的生态瓶虽然没有
成功，但这让我意识到，生态系统其实是很脆弱的，每
个元素都有它的重要性。在生活中，我觉得应当从小
事做起，保护生态环境，特别是大运河周围的生态，例
如节约用水、少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参加环保活动等。”
六年级学生秦硕骏说。

陈建华介绍，“通融”课程为学生们带来的影响还
有很多，比如学校坚持了 15年的由国歌、队歌和校歌
组成的“唱三歌课程”，引导学生们运用音乐、美术、计
算机等知识呈现精彩演出。航模、c++，python等课程
的开展，为学生个性化发展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奠定
了基础，学生曾在 2022世界杯机器人大赛、信息学奥
赛、2024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等比赛中都取得
了北京市一等奖的好成绩。

冬日，枝条稀疏的树梢给观鸟提供了便利。这让
本该处于旅游淡季的密云区北庄镇依然红火，几家民
宿订单不断。这些游客都奔着相似的目的而来——
观鸟。

游客追着候鸟接踵而至

清水河自密云水库而出，向东绵延。“咱村，有山、
有林、有水、有田，鸟尤其多。就我家门口这片林子，绿
鹭、赤腹鹰、红嘴蓝鹊、鹮嘴鹬，都见着过。”王小平在朱
家湾村开了家民宿。她的店里，处处都有鸟的影迹：院
内院外的墙绘是当地常见的鸟，柜台上摆着鸟类图鉴，
还给顾客提供观鸟望远镜。“咱这儿生态好，鸟多。很
多人来拍鸟，这两年越来越多。”王小平说。

北庄镇紧邻密云水库，处于东亚—澳大利西亚
候鸟迁徙通道上。清水河在北庄镇域内蜿蜒 14.6 公
里，常年流水不断，绿鹭、赤腹鹰、天鹅等珍稀鸟类在
不同季节栖息于此。据统计，镇域内共有记录鸟类
215 种，占全区有记录鸟种的 52%。其中国家一级保
护鸟类 6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33 种，市级保护鸟类
67种。

为了更好地保护鸟类、打造人鸟和谐共生的自然
家园，北庄镇借助“五好两宜”和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水
禽保护与水鸟栖息地恢复项目，重点打造了一批新项
目，包括“清水北庄”会客厅、“密林飞羽”观鸟步道、科
普长廊、小微湿地，还修葺观鸟塔、营造水鸟食源地、布
设水陆空动植物监测记录系统等，进一步完善观鸟小
镇基础设施。

观鸟资源带动研学活动

独特的观鸟资源带动了本地民宿走向特色化、主题
化，因此吸引了众多研学团队。今年以来，以野鸭部落、搜
狐农场、蜗牛小镇和爱鸟之家为代表的镇域内企业，累计开
展清水河观鸟与试镜体验活动26场、自然教育与生物多样
性探索34场，组织不同规模自然教育活动102场，接待来访
游客超过1.3万人，接待人数比2023年翻了一番，实现总经
济收入156万余元。北庄镇休闲农业旅游总接待人次7.09
万、总经济收入1053.1万元，同比增长28.08%。

围绕打造观鸟小镇目标，北庄镇接下来还有一些新
规划。在观鸟科普基地、观鸟步道等点位，计划创设“共
富工坊”，让观鸟经济的发展联农带农，促进共同富裕。

候鸟迁徙迎来高峰 郊游红火订单不断

“观鸟经济”带火乡村民宿
本报记者 王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