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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桥街道新业态友好服务地图上线
暖心驿站、充电柜、爱心商家等点位一图可查

本报记者 柴福娟

当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
者在城市大街小巷忙碌奔波时，何处能让他们稍作休
憩、解决急需？近日，玉桥街道正式推出新业态友好服
务地图，为这些城市“摆渡人”精心绘制全方位、便捷化
的服务指引蓝图，他们通过手机中的地图便可轻松查找
服务点位、享受优惠。

各类服务点位一图可查

当前，新业态从业者已成为城市运转中不可或缺的
力量，然而，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们常常面临着寻找休
息场所、解决生活急需等诸多实际困难。为切实解决这
些难题，玉桥街道积极整合资源，精心打造了新业态友
好服务地图，为从业者提供贴心服务。

该服务地图整合了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爱
心驿站、餐饮场所、充电柜、换电站等各类服务点位。通
过手机端地图，从业者能轻松查找附近服务设施，精准
掌握位置、服务内容与开放时间。比如，忙碌的外卖小
哥们在配送间隙，可借助地图快速定位最近的爱心驿
站，在此稍作休息、补充水分、给设备充电，缓解工作疲
劳。服务地图还特别标注了为新业态从业者提供优惠
服务的商家，快递员在这些商家消费时能享受折扣优
惠，切实感受到关怀。

服务地图成贴心小助手

外卖骑手小李便是这一服务地图的受益者。小李
每天穿梭在玉桥街道的各个角落送餐，高强度的工作让
他常常感到疲惫不堪。小李感慨地说，“现在有了这个
新业态友好服务地图，真是太方便了。前几天我在送餐
途中手机快没电了，心里正着急呢，突然想起可以看看
服务地图，结果发现附近就有个爱心驿站能充电。我按
照地图的指引很快就找到了，顺利给手机充上了电，才
没耽误后面的订单。这服务地图就像我们的贴心小助
手，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网约车司机张师傅也对服务地图赞不绝口：“地图
上标注的那些提供优惠的商家，让我们在消费时能省点
钱，真的很暖心。”

将根据需求不断丰富

新业态友好服务地图上线，整合了种种资源，让
新业态从业者随时随地享受精准服务，在数字化治理

中感受城市温情。这尽显对新业态从业者群体的关
怀，也是街道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有力见证。

玉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优化新
业态友好服务地图，根据从业者的实际需求，不断丰
富服务内容和点位，进一步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和实
效性。同时，街道也将加强与新业态企业的沟通合
作，共同探索更多关心关爱从业者的新举措，营造更
加良好的就业环境。

18支团队120名家庭医生提供签约服务

永乐店镇三万余居民有了健康管家
本报记者 田兆玉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行 7 年多
以来，永乐店镇 18 支家庭医生团队
的 120名家庭医生，让村民在家门口
有了“医靠”，带动大家从最初的被动
签约到如今主动签约。目前，全镇家
庭医生签约人数已超30000人。

健康服务送到家门口

“刘阿姨，今天感觉怎么样？”在村
民刘阿姨家中，签约的家庭医生一边
为她检查胃管情况，一边关切地问道。

刘阿姨是一位需要胃管护理的
病人，自从置入胃管以来，家庭医生
每月都会上门为刘阿姨更换胃管，并
进行详细的健康指导。

在永乐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
民张大爷在全科复诊时听说了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便主动要求签约。“年
纪大了小毛病多，签约家庭医生后，
如果身体出现不适，不用东跑西跑，
第一时间给医生打电话，省心又放
心。”张大爷开心地说。

如今，像刘阿姨和张大爷一样，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健康服务的
群众越来越多。

组建18支家庭医生团队

医疗服务，是观察幸福指数的一
扇窗。

从 2017年全面铺开家庭医生签
约到如今，永乐店镇不断推进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体系建设，扩大覆盖
范围，旨在打造民众身边的“健康管
家”，为大家提供无后顾之忧的医疗

服务。截至目前，永乐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已组建 18 支家庭医生团
队，拥有 120 名团队成员，共完成 3
万余常住人口的签约工作，在推动
家庭医生实现全覆盖、打通优质医
疗服务“最后一公里”的这条路上持
续发力，切实让百姓的健康有了更
坚实的“医靠”。

据了解，永乐店镇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主要面向慢性病患者、孕产妇、0
至6岁儿童、65周岁及以上老人等重
点人群。签约后，签约居民可享受免
费健康咨询管理、健康指导和优先转
诊服务。从“疾病治疗”到“健康管
理”，从被动签约到主动签约，家庭医
生服务越来越受百姓认可。

特殊人员可享上门服务

除了常规的诊间签约模式外，家
庭医生还通过集中签约、体检时签约
和下村移动签约三种模式进行签约，
对一些行动不便人员或是有特殊情
况的人员还会进行上门服务。

为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
量、丰富服务内容，永乐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不仅提供常规的健康检查
与健康指导，还紧密结合群众的实
际需求，深入开展专家义诊、下村宣
教、健康档案管理等工作，为辖区居
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通过这些举
措，显著增强了大家的健康意识，让
百姓更加关注自身健康，并积极参
与各项健康管理活动。同时，也大
幅提升了百姓对基层医疗服务的满
意度与信任度。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 通讯员
胡玮）为激发居民参与活动的热情，
九棵树街道全力打造“树下人家”社
会动员服务平台，通过小程序便捷的
活动发布与报名功能，让居民可以随
时查看活动时间、地点和参与方式，
轻松参与社区活动。

“平台给社区最大的帮助就是
更加便捷。居民可以通过线上报
名并且看到活动的全部内容，摆脱
了传统微信电话报名的方式，让更
多的人可以参与进来。”园景东区
社区书记刘云飞说。不仅如此，居
民通过参加活动还能赚取“阳光
值”。“树下人家”小程序汇聚起辖
区内的各类资源，构建了功能完备
的社会动员反哺体系。居民通过

参与活动赚取的“阳光值”，可以兑
换免费或优惠的商品和服务，真正
实现了“公益行动，反哺生活”的良
性循环。目前，平台已吸纳辖区 57
家商企入驻，提供美食、艺术照、日
用商品、畅读门票等多种选择，让
居民的每一份参与都能收获实实
在在的回报。

平台发布的各类活动深受居民
喜爱，无论是环境整治、志愿服务，还
是文化娱乐活动，大家都踊跃报名参
与。通过这些活动，居民们不仅收获
了实惠，更在交流协作中增进了解，
打破了邻里隔阂。“活动开展以来，居
民的积极性可高了。我们不仅收获
了‘阳光值’，而且社区氛围更加和谐
温暖。”社区志愿者张阿姨说。

九棵树街道打造“树下人家”线上服务平台

小程序迸发社会动员大磁力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老人走失
后，漷县镇警民携手、爱心接力，助老
人平安回家。

近日，漷县镇石槽村党支部书记
管宝凤带着一位村民来到漷县镇派
出所，为派出所的周警官和张警官献
上了一面印有“人民警察为人民 扶
危助困暖人心”的锦旗。

日前，石槽村有一位患有精神
疾病的老人从家中走失，家人发现
后第一时间在村内的线上联络平台
发布了寻人信息。村“两委”看到信
息后立刻组织人员，兵分多路，在村
庄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仔细搜寻，
还联系周边村庄的村委会，请求协
助一同寻找，但始终未能发现老人

踪迹。
家属报警后，漷县镇派出所立即

安排警官来到老人家中了解情况。
警官一边耐心安抚焦急万分的家属
情绪，一边凭借专业经验和敏锐判
断，迅速展开行动。最终，在警方的
协助下，老人被成功找到。

这次爱心接力，无论是村“两委”
的快速响应，周边村庄的积极协助，
还是派出所民警的不懈努力，都充分
诠释了为人民服务的担当以及互帮
互助的善行。在寻找老人的过程中，
这一幕幕温馨的画面，汇聚成了一股
强大的正能量，激励着更多人在他人
面对困难时伸出援手，共同守护和谐
美好家园。

警民接力助走失老人平安回家

欢乐元宵节欢乐元宵节，，防火记心间防火记心间。。
万家团圆夜万家团圆夜，，安全第一位安全第一位。。

通州瓤豆腐
重拾自家手艺推陈出新

瓤豆腐是老一辈通州人记忆中的冬日限定美食，制
作工序复杂、不易保存。每逢过年，刘燕红都禁不住想
起母亲杜德芹在自己小时候时常做的这道美味。

杜德芹今年 82 岁，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区西集镇
人。“那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大餐。这道瓤豆腐
主要是工序麻烦，光制作就得花上半天时间。”刘燕红回
忆，“而那种味道，是我记忆中最原汁原味的年味。”

家里做瓤豆腐时，刘燕红总给母亲打下手。杜德芹
将酱油、葱姜水、花椒水和肉馅搅拌均匀，加入味精和香
油调味。接着把提前控好水的豆腐搅碎拌成泥状当作

“皮”，像包菜团子一样包住肉馅。随后用手将团子压
扁，再静置两个小时，这样下锅油炸或煎制时，瓤豆腐才
不会散开。

在刘燕红的记忆中，村里人后来将瓤豆腐的做法进
行了改良。豆腐碎和肉馅混在一起，捏成小丸子，炸过后
就成了“新版”瓤豆腐，大家管它叫豆腐丸子。这种做法
简单又省时，深受村民喜爱。“打那时候起，正宗的瓤豆腐
就慢慢淡出了生活，只有味道还萦绕心头。”刘燕红说。

凭借一手好厨艺，刘燕红成为通州区级非遗瓤豆腐
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振洪的徒弟，重新捡起了这门

“自家”手艺。她还和师傅一起，对瓤豆腐进行了创新。
他们在漕运码头开的专卖店里，推出了猪肉、牛肉、菌
菇、虾仁甚至菠萝口味的瓤豆腐，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
品尝。今年春节期间，刘燕红没有休息，一直在店里忙
碌，制作新式瓤豆腐。

“希望把母亲曾带给我的年味，传递给更多的市民
游客。”刘燕红说。

密云大煎饼
齿颊留香饱含浓浓亲情

每当过了年，蔡晶雪都会给同事捎来特别的礼物——
老家密云山区的杂粮大煎饼。煎饼叠放整齐，色泽金黄，
表面有着细腻的纹理，每一层都散发着淡淡的谷物香气，
让人垂涎欲滴。配着煎饼还有一包冷冻的扣肉，解冻加热
就能品尝一道美味佳肴。拿着这份礼物，有同事打趣说：

“就盼着这一口儿，大煎饼加扣肉就是绝配！”
这美味的大煎饼是蔡晶雪从姥姥所住的密云区新城

子镇崔家峪村带回来的。今年过年，她和一大家子齐聚
在了90岁的姥姥家，二十四五口人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
春节假期。这些大煎饼都出自她母亲何凤霞的巧手。

早在腊月，何凤霞就已经开始为春节忙活了，自家
种的玉米、小米、黄豆都派上了用场。她先把它们泡上

一夜，第二天将泡好的谷物破成渣，放入打磨机。凭借
多年积累的经验，何凤霞能准确把控面浆的浓度。“当一
勺面浆盛起来再倒下去不断线，就达到了最佳状态。”她
笑着给记者讲解其中的“秘诀”。

随后，何凤霞在自家院子里支起摊煎饼的工具，用
小筢子熟练地将面浆摊平，煎饼薄厚均匀，靠的全是精
湛的手艺。制作完成后，煎饼还要放在院子里晾晒，再
叠成扇形或方形，储存在小院墙根下的瓷缸和塑料袋
里。今年，何凤霞做的煎饼有好几缸，为的就是能分享
给更多的亲朋好友。

在密云山区，制作杂粮大煎饼历史悠久，而今已经
成为一种年俗，承载着浓浓的亲情和乡愁。

“小小的煎饼，不仅温暖了大家的胃，还拉近了城乡
之间的距离，让更多城里人了解密云山区的生活。”蔡晶
雪告诉记者，“过年城里人吃的大多是大鱼大肉，比较油
腻，配上一些粗粮细作的大煎饼，更有益健康。放在冰
箱里，能囤大半年呢。”

平谷花馍
创意制作增添过年仪式感

除夕中午，90后曦曦和一大家子人围坐在餐桌前，
享受着一年中最热闹的团圆饭。餐桌上，最抢眼的不是
鸡鸭鱼肉，而是一条栩栩如生的小蛇花馍。这条小蛇通
体金黄，头戴一顶厚实的小红帽，身穿红底白边的棉袄，
透着浓浓的喜庆劲儿。仔细一看，小蛇的大眼睛里还点
缀着几粒白点，显得炯炯有神；帽子和棉袄的边缘用白
面勾出了绒毛的质感，显得格外暖和。最巧的是，小蛇
的脸颊上还抹了一抹淡淡的粉色，仿佛在微笑，透着一
股灵动的神韵。

这条小蛇花馍是由曦曦的母亲——平谷区花馍
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佟国华带着家人们一起精心
制作的。

除夕一大早，曦曦就和母亲来到了位于平谷区白各
庄村的姥姥家。一大家子人围坐在餐厅的大桌子前，开
始做花馍。和面、调色、捏造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任务，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这些小辈儿不懂手艺，只能打打下手了。”曦
曦笑着说。虽然只是帮忙，但她觉得这才是每年过年最
有年味的地方。“大家可以边做边聊天，场面很是温馨。
而花馍也注入了大家的巧思，比如上色，想要红色就用
火龙果汁，绿色用菠菜汁，黄色用南瓜汁。大家一起创
意搭配，让花馍更加生动。”

如今，花馍不仅是过年好物，而且成为新式节日
糕点，受到各个年龄段市民的喜爱。2024 年春节前
的北京市两会上，市人大代表、平谷区委书记唐海龙
做客北京日报客户端“一把手访谈”节目时，特意带

上了佟国华制作的花馍。茶几上，一篮子形象逼真、
色香味俱全的花馍吸引了不少网友留言关注。唐海
龙在节目中介绍，这些花馍展现了平谷非遗文化的
独特魅力。

怀柔浸烙葫芦
孩子学雕蛇灯除夕巡游

过年了，10岁的双胞胎宝儿和贝儿按捺不住激动的
心情，嚷嚷着要去怀柔区凯甲庄村的禧宝露文化中心做
手工。对她们来说，过年不仅是吃年夜饭、收红包的日
子，更是一次能和爷爷一起体验的“非遗手工大冒险”。

爷爷刘凤学今年 68岁，是禧宝露文化中心的创始
人。今年除夕夜，三十多口亲戚来这里相聚。宝儿和贝
儿下了车直奔非遗工作室忙活起来，凑在一起做起浸烙
葫芦、绳结、京绣的，有近二十个亲戚家的孩子。

宝儿和贝儿虽然是这群孩子里年纪最小的，但却是
最具“手艺担当”的。平时周末，她俩就经常跟着爷爷来
到禧宝露，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学手艺，尤其对浸烙葫芦
情有独钟。这次，她们主动当起了“小老师”，信心十足地
协助爷爷教大家制作浸烙葫芦灯笼。

浸烙葫芦灯笼的制作过程既有趣又考验耐心。刘凤
学指导着孩子们用铅笔在葫芦上画出蛇形图案，再用小
刀镂空。手头稍不留神就会把葫芦弄破，因此需要特别
细心。宝儿和贝儿一边做，一边提醒其他小伙伴，“手要
稳，刀要轻，慢慢来。”

镂空完成后，孩子们在葫芦中心放上一个小灯。夜幕
降临时，被点亮的葫芦瞬间变成一个精致的灯笼。宝儿和
贝儿带着一群孩子在院子里挑灯“巡游”，现场充满了年味。

刘思阳告诉记者：“非遗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它不
再是‘老古董’，而是年轻人眼中的‘潮文化’。虽然我并
不是专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手艺上也只懂皮毛，但每
年带娃回村过年，最有年味的事情还得是看着孩子们一
起做非遗手工。这不仅是一种传承，更是一种团圆的仪
式感，是一家人年味的所在。”

重现老通州记忆中最原汁原味的年味

通州瓤豆腐“包”住非遗新春烟火气
本报记者 张佳琪

通州瓤豆腐、密云大煎饼、平谷花馍、怀柔浸烙葫芦……记者在京郊采访发现，在首
个“非遗版”春节，这些极具传统特色的“老年货”愈发吃香，不仅让春节更有年味、团聚
更有温度，也让年轻后辈感受到老爸老妈的老手艺，体验独特的节日乐趣。

永乐店镇健康管家守护居民安全。记者 常鸣/摄

通州瓤豆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