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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走进于家务
集体林场，30亩芍药花海正演绎着“三年
磨一剑”的生态美景。2022 年栽下的赤
芍幼苗，经过 1080天的有机肥替代化肥
养护、定期土壤检测、冬季防寒毡覆盖等
精细化管护，如今根系已长至30厘米深，
单株开花量最高达15朵。

于家务回族乡枣林村头，绿海般的
树林里藏着一幅“美丽密码”，循着花香，
就能找到于家务集体林场在这里种下的
30 亩芍药，此时花海正值盛花期：艳阳
下，药用区“赤芍”挺立着绛紫色的花苞，
如繁星点缀林间；观赏区“晴雯”花瓣层
叠如绣球，泛起粉霞，“莎拉”具有淡雅香
槟色渐变效果，“蓝富士”呈现稀有的蓝紫
色调，“红富士”则以直径达18厘米的巨型
花朵成为切花新宠。“30亩中，我们种了10
多亩赤芍，根茎将供应药企；剩下的则都种
上了观赏类芍药，包括晴雯、莎拉等 30余
个品种，经过三年的精心培育，今年我们
也将尝试出售首批鲜切花，为花卉市场增
加‘于家务’选项。”技术员杨桂龙说。

美丽的花海供游客免费参观打卡拍
照。附近村民张女士带着孩子，畅游在花海
之中，感受生态之美。不仅家门口的村民为
之心动，周边的群众也被吸引而来。“这片
花海太美了，我们舞蹈队的几个好姐妹特
意带着漂亮的服装，来这里拍照打卡。”来
自大兴区采育镇的市民常秀燕表示。

为了养护好这片花海，于家务集体
林场经过三年摸索，采取“三剪两疏”养
护法：第一年定主干，第二年塑株型，第
三年控花量，将更多营养留给根茎。正
在花海里除草的林场工人冯爱民说：“我
们每天要弯腰几百次检查花蕾成熟度，
除去长势茁壮的杂草，但是看到大家这
么喜欢这片花海，一切都值了。”

据了解，于家务集体林场成立之初，
就制定了林药、林花等发展思路。在
1600亩林下经济中，近百亩为花卉种植，
除芍药外还搭配多品种花卉；林药板块
计划新增 400亩苍术种植，形成“芍药领
衔、多元共生”格局。“预计赤芍亩收益可
达 20 万元，观赏芍药鲜切花亩均增收
8000元，同时带动农户参与管护工作，实
现‘土地增值+劳务增收’双收益。”林场
相关负责人赵丽芳表示。

本报讯（记者 柴福娟）五月未
尽，花事正浓。位于通州区漷县镇的
运河牡丹园里浪漫仍在继续。继园
区 15 万余株牡丹花期结束，20 多万
株芍药接力绽放，正式上线初夏限定
的“高光时刻”，最佳赏花期持续至 5
月底。

从南门的停车场到园区，一路都
是风景。林间药用芍药花已悄然成
海，阳光透过绿叶洒下斑驳光影，花
香扑面而来。粉的温柔，红的热烈，

黄的明艳，白的纯净。传统名品“大
富贵”“紫风朝阳”雍容典雅，进口新
品“珊瑚魅影”“奶油沙龙”仙气十
足。层层花浪交织，宛如整个调色盘
洒落人间。

今年，运河牡丹园引入 28 种进
口芍药，首次呈现奶油色、珊瑚色等
稀有花色。通过系列技术性研究，
花型更饱满、枝干更挺拔，整体观赏
性大幅提升。目前，园区已筛选出
适合鲜切花生产的优质品种，未来

将持续试验与优化，力争实现芍药
鲜切花的量产，将这份初夏浪漫扩
展至千家万户。

“下一步将继续在芍药产业发展
和观赏旅游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引进
和培育更多优良芍药品种，丰富花色
与类型，提升游客赏花体验。积极拓
展芍药产业链，推动家庭园艺、切花
芍药等优质产品落地应用，助力花园
城市建设，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注入
新动能。”园区负责人魏强介绍。

清晨 6点的永乐店镇，80多岁的王
克成老人踏着晨露走向马合店村幸福
晚年驿站。膳食区飘出的包子香气与
老人们爽朗的笑声交织，勾勒出温暖的
养老图景。这座由闲置资源改造的驿
站，正以“3 元早餐+文化课堂+入户巡
访”三维服务体系，书写着新时代农村
养老的“永乐答卷”。

3元早餐 暖胃更暖心

早晨 7点还不到，马合店村幸福晚
年驿站的膳食区，已是饭菜飘香。二十
余位老人端着餐盘在窗口有序排队。
家住鲁城村的李大爷举着热气腾腾的
包子笑道：“三块钱能吃三个大包子、一
碗粥还有个鸡蛋，孩子们再不用操心我
凑合吃饭了。”

驿站负责人杨瑞莲介绍，早餐工程
历经 3个月调研，针对老年人“三高”等
健康问题 ，推 出 少 油 少 盐 的 定 制 菜
单。厨房里，每份食材均可溯源，餐具
每日高温消毒。“每天 7 点人最多，现
在每天都要接待近 50 位老人就餐。”

杨瑞莲介绍，包子、烧饼、小米粥等丰
富品类，价格仅售 3 元，每位老人还免
费供应一个鸡蛋。干净整洁的环境、
丰富可口的早餐、热心周到的服务，让
马合店村及附近村庄老人的幸福感显
著提升。

文化养老 老人成了“艺术家”

穿过飘着饭香的膳食区，日间照
料中心传来阵阵喝彩声。棋牌室里，
五 位 老 人 正 为 一 步“ 将 军 ”激 烈 讨
论；手工课堂上，陈阿姨展示着刚完
成的丝网花作品：“年轻时在地里忙
活，老了倒成了‘艺术家’，学会了这么
多手艺活。”

驿站创新推出“6+N”文娱矩阵：6
项固定活动包含书画、声乐、养生课堂
等，N 项特色活动则根据节气调整。
重阳节剪纸教学、腊八节熬粥比赛等
特色项目，让传统民俗与现代养老深度
融合。

自运营以来，驿站以照料老年人基
本生活、方便老年人情感交流、满足老

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老年人的晚
年情趣为服务宗旨，为马合店村及周边
村庄的高龄、空巢、独居老人创造了一
个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幸福驿站”，
数据显示，空巢老人日均驻留时长达到
4.5小时。

入户服务“话疗”解心结

“孟大爷，今天给您理个清爽发
型！”早上 9点，护理员陈艳敏驱车 20公
里赶往城区，为独居的孟凡胜老人上门
理发。一手拿电推子，一手拿梳子，在
她娴熟的技艺下，老人的头发变得干
净、整齐。“头发理得又干净又顺滑，手
艺真好。”细致入微的服务让孟大爷脸
上洋溢起幸福的笑容。

针对老年人实际情况及需求，驿站
为老人提供理发、剪指甲、打扫卫生等
全方位的服务，让他们在精神上也能
得到愉悦和满足。“我们每个月定期
上门探访四次，个人清洁一次。”陈艳
敏介绍。

镇内还为 68 位失能或半失能老人

建立“一人一档”服务清单，提供每月 4
次上门护理。家住后营村 80多岁的失
能老人姚志香，由于长年卧床情绪低
落，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为让老人保
持愉快心情，驿站工作人员每周都会
到老人家中和她聊天，更用“话疗”解
开老人心结。“老伴现在能笑着哼小
曲了！”姚志香老伴张启发展示的感
谢信中，“医养结合”“精神慰藉”等关
键词被反复圈注。

11处驿站 织密养老幸福网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民生大事，是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

从“一碗热粥”到“一键呼叫”，永乐
店镇聚焦老年人幸福养老目标，努力打
造“15分钟为老服务圈”，近年来持续完
善社会保障机制，缩短养老半径，完善
养老驿站建设，目前已建成村级养老驿
站11家，让乡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更加
触手可及，实现乡村老年人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老有所乐。

本报讯（记者 李若晨 实习记者
张嘉辉）近日，正值国际博物馆日之际，
通州博物馆推出“非遗小匠人课堂”特
别活动。来自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
验学校六年级的学生们化身“非遗传承
人”，学习非遗知识、探寻非遗技艺、感
受非遗力量，走进博物馆探秘千年运河
文化，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生机。

活动现场，唐人坊人偶艺术博物馆
老师柴相相向学生们讲解传统绢人的
历史与工艺，并指导他们体验简化版唐
娃娃的制作流程。活动以制作“状元”主
题唐娃娃为起点，既呼应学子对学业的
美好期许，也展现非遗技艺的创新传承。

“这个唐娃娃特别精美，头冠和衣
服都很精细，老师告诉我们，唐娃娃是
北京绢人的简化版，真正的北京绢人
以绢纱为肌肤、以丹青绘容颜，让我特
别好奇，想去看一下真的绢人长什么
样！”来自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
校六年级的谢梦溪在制作中格外专
注。她提到，通过给“状元”唐娃娃穿
衣、配饰，深刻感受到古代匠人的巧思
与不易。

完成唐娃娃后，学生们为通州博物

馆写下真挚祝福。“祝博物馆越来越红
火，让更多人了解通州文化！”“我很喜
欢通州博物馆！我要带着小伙伴一起
来！希望博物馆越来越好！”一张张承
载着学生祝福的信笺贴在展板上，随
后，在导游带领下，学生们参观了焕新
升级的通州博物馆。

馆内189件（套）文物中，既有“镇馆
之宝”军粮经纪密符扇、宝光寺铜钟等

“老朋友”，也有东汉砖墓刻像石门、明
代金饰、辽三彩人物俑等珍贵藏品。密
符扇上的 100个神秘符号，曾是古代漕
粮质检的“反腐密码”；东汉砖墓刻像石
门上的持戟卫士线条洗练，尽显汉代工
匠技艺；明代宫女金饰璀璨夺目，带领
大家感受不一样的明代历史。学生们
驻足于一个个展柜前，聆听工作人员讲
述一件件文物带来的故事。

“左辅雄藩”主题展以时间为轴，将
漕运文化融入各朝代历史脉络，让学生
直观感受通州“京师东大门”的战略地
位。“导游老师跟我们讲了什么是‘左辅
雄藩’，原来通州的位置这么有战略意
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通州区教
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六年级的李禹泽

对博物馆充满了好奇，他对密符扇尤其
印象深刻：“古人的智慧就藏在细节里，
博物馆让我重新认识了家乡。”

通州博物馆的文化探索之旅仍在
继续。自 5月 13日焕新升级开馆后，通

过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展陈与体验的结
合，这座承载千年历史的博物馆，正以
更开放的姿态，为城市文化注入持久生
命力，也让年轻一代在触摸历史中坚定
文化自信。

于家务林下经济双轨并行

30亩芍药开出“美丽经济”

永乐店镇已建成村级养老驿站11家
3元早餐“点”亮老人幸福夕阳红

本报记者 田兆玉

“非遗小匠人课堂”开进通州博物馆

运河牡丹园20万株芍药接力绽放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柴福娟）近日，通
州区科级干部任职培训班（第12-14
期）集中开班仪式在区会议中心举
行，360 名新提拔正科职、副科职干
部将分 3 期参加为期 15 天的轮训，
聚焦“如何当好科长”主题，全面提
升科级干部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

据介绍，本次培训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设置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
能力与知识培训3大单元，邀请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市委党校教
授及相关领导干部组成高质量团队
授课。

区委组织部相关领导在开班动
员时指出，科级干部是副中心建设
的“中流砥柱”，本次培训既是提升

履职能力的“必修课”，更是推动副
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学员
要提高政治站位，锤炼过硬本领，勇
担时代使命，以“二十年之问”为考
题，发扬“闯创干”精神，在担当作为
中答好副中心建设答卷。

据悉，培训班还将通过入学测试、
分组研讨、学员论坛等环节，引导干
部深入思考副中心发展命题，以“高
标准、干大事”的要求，为打造中国
式现代化城市发展样板贡献力量。

此次培训是通州区深化干部队
伍建设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理论
武装与知识培训，打造一支忠诚干
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科级干部队
伍，为副中心“立长远、强功能、全面
上台阶”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360名干部蓄能再出发

通州科级干部任职培训班集中开班

本报讯（记者 李若晨）近日，通
州交通支队与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举
行警医联动签约仪式，拓展交通事
故伤员急救“绿色通道”。目前，通
州交通支队已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通州院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潞河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友谊医院通州院区4家大
型综合医院签订警医共建合作协
议，今年以来，警医联动机制已成功
救治30余人。

日前，潞苑北大街疃里口，一辆
货车与一辆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接到消息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打开警医联动微信群，将交通事故
重症伤者现场情况、伤者信息、创
伤部位等拍照后反馈给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以便医院

提前掌握伤者病情，进行初步会
诊，并为急救车规划到达医院的最
优路线、最短时间，目前伤者已脱
离生命危险。

“不同医院的擅长领域不一样，
多一家医院，就多一点希望。”通州
交通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
来，已启动警医联动57次，成功救治
37人。“警医联动”系统实现了交通
事故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共享，提高
了医院对交通事故伤员的应急反应
速度，构建起患者未到，医疗团队
及相关救治措施便已准备好并在
急诊等候患者的场景，大幅降低了
事故死亡率。未来，通州交通支队
将进一步拓展合作医院，不断提升
应急救援能力，为守护群众生命安
全构筑防线。

通州警医联动拓展交通事故伤员急救通道
今年以来已成功救治30余人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近日，
“‘北京优农’走进北京 SKP”特色农
产品展销品鉴活动在北京 SKP拉开
帷幕，百款“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
集中亮相，其中包括来自通州区的
樱桃、黄金薯、酵素西瓜、面塑等口
碑尖儿货。

“我们的樱桃 20 多年来始终坚
持纯种有机种植，天然树熟。让每
一颗樱桃自然生长，保留最原始的
香甜。”来自通州区红樱桃园艺场的
江寒青边说边为顾客们递上试吃
品。“我们的面塑可以根据客户的
需求和时下流行的图案百变造型，
寿桃、醒狮兔、福袋都是今年特别
受欢迎的图案。”面塑非遗传承人
杨帆介绍道。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北京市农
业农村局、园林绿化局、商务局联合
北京 SKP 共同举办，集结了全市的
百款特色农产品。一边是引领时尚
风潮的都市精品，一边是烟火味十
足的京郊特色优质农产品，现场特
别设置交流品鉴环节，邀请多位星
级大厨，对参展的新鲜、地道食材进
行现场加工制作，为消费者带来舌
尖味蕾的近距离体验。丰盛的“北
京优农”品牌尖货，丰富的体验活

动，不仅吸引了大量购物市民，还吸
引了一批批穿着前卫的年轻人驻足
拍照打卡留念。

“通州的大樱桃特别有名，我
们每年都要到西集镇采摘，今年又
快到樱桃采摘的季节了，到时还可
以顺道去买一些面塑、西红柿回
来。”在摊位前购买樱桃的市民姚
女士说。

作为北京市传统的农业大区和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通州区
近年来一直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农业
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让

“通州味道”走向全国。目前拥有西
集樱桃、漷县生菜、张家湾葡萄、于
家务芹菜等优势农产品产区和籽
种，拥有“白玉”豆腐、“西集好农夫”
大樱桃等 50 多个农产品名优品牌。
2024 年，通州区推出“京农·运河人
家”农业区域公共品牌，通过整合区
内现有的优质、特色农产品及农业
品牌资源，充分发挥品牌效应，链接
农业平台公司、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经销商、农户、消费者，形成全域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聚合力，推进通州
区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
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区域经
济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通州特色农产品亮相北京SKP

本报讯（记者 李若晨）班主任
比拼基本功、学生上演幼儿保育竞
技……近日，作为北京市职业教育
宣传月系列活动之一，第五届通
武廊职业技能大赛在北京新城职
业学校举办。大赛共设置 14 项学
生赛项和 3 项教师赛项，来自京津
冀 7 所职业学校的 300 余名学子、
教师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技能
人才风采。

离比赛开始还有几分钟，计算
机班班主任贺国炜正在熟悉自己
的演讲稿。“我当班主任 8 年了，带
这个班是第二年，借这个机会，我
也能回顾一下自己的这两年，总结
孩子们从刚入学到毕业的变化，
我觉得挺有意义。”幼儿保育比赛
教室内，学生们正怀抱着橡胶制
成的假娃娃，左手托着仿真婴儿的
颈部，右手将连体衣的按扣一个个
扣好。

“职 业 教 育 面 向 人 的 立 身 根
本 —— 职业，是培养手艺人的教
育。手艺的进步，技能的提高，如同
学术一样，要通过‘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的交流，才能实现取长补短，
共同进步。这也正是通武廊三地共
同举办本次职业技能大赛的意义所
在。”北京新城职业学校党总支书记
李青介绍，通武廊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始办于 2019 年，由天津武清职教
中心最先发起，起初只是职业学校
校际间的自发交流，如今已成为京

津冀教育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
届大赛于 5 月 13 日在大厂开幕，已
在廊坊、天津、香河等多地举办了十
余场比赛，涵盖智能制造、信息技
术、现代服务、艺术设计等多个领
域，吸引了北京新城职业学校、天津
武清职教中心、廊坊电子信息工程
学校、香河职教中心、大厂职教中
心、三河职教中心、大城县职教中心
在内的7所职业院校参与。

大赛期间，北京新城职业学校
还与北京欢乐谷、通州希尔顿酒店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与内蒙古自
治区奈曼旗民族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翁牛特旗赤峰卫生学校及河北
省张北县职教中心三所对口支援
学校签订合作协议，同时揭牌“新
媒体运营大师工作室”。“目前学校
已与区内 12 家企业签订校企合作
协议，与 3 家企业合作建设‘订单
班’，比如今年我们派了中餐、西餐
等专业的 7名学生到通州希尔顿酒
店实习。新成立的‘新媒体运营大
师工作室’与传媒公司合作，将通
过课程植入学校、教师培训、项目
合作等方式，推动产教融合，促进
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另外，学校与
内蒙古、张家口的对口支援学校将
通过互派教师、跟岗锻炼等形式，
促进校际间的教学交流与合作，推
动京津冀区域职业教育合作迈向
新高度。”北京新城职业学校副校
长熊争光说。

深化校企协同 赋能区域发展

京津冀师生同台比拼职业技能

游客畅游在芍药花海之中打卡拍照，感受生态之美。记者 常鸣/摄

活动现场，老师指导学生们制作简化版的唐娃娃。记者 唐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