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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近 10 万中小学生迎来 开学第一课
开学第一课讲创城 全区收看人数近19万人次

本报讯（通讯员 颜秀 郭丹 记者 赵智和 原

梓峰）“同学们，阔别已久，欢迎大家回到美丽

的校园，今天我们邀请到丰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总队志愿者、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

思政教研员张璇老师，为我们带来《弘扬时代精

神，绽放青春之花》主题教育课程。”2月13日开

学第一天，丰台区109所中小学校的近10万名中

小学生迎来了一堂“专属定制课程”，由思政教

研员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

涵，激励广大中小学生争做有责任、有担当的新

时代好少年。

开学第一课上，张璇老师用引人入胜的故

事，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同学们阐释了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

义，用老一辈革命家“进京赶考”的生动故事教育大

家珍惜大好年华，修身立德、勤学上进，做对国家、对

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同时，张璇老师还向全区广

大师生发出了“建设文明城区，从我做起”的倡议，

动员大家从点滴做起，树立文明新风，为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贡献力量。

45分钟的“开学第一课”让广大师生备受鼓舞。

“印象最深的是‘数’读党的二十大报告环节。”丰台

二中高二（1）班的王子涵同学听完讲座后兴奋地说

道：“张老师用几组数据折射出我们伟大祖国这十年

来的成就。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听完张老师的讲课，

我更感受到未来建设祖国的接力棒交在了我们手

中。我将在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保持一颗向上好学的

心，不断努力充实自己，怀揣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

据了解，此次“开学第一课”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除中小学师生外，丰台区26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397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群众也同步

聆听了宣讲，全区收看人数近19万人次，进一步掀起

了全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新热潮。东铁匠

营街道刘家窑第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工作

者王萍表示：“作为一名家长，同时也是一名社区工

作者，这次的开学第一课让我深受启发，我认为在青

少年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也将

继续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这个平台，引导孩子有理

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

据了解，此次“开学第一课”也是丰台区创新开

展的“文明丰台365”宣讲直通车中的其中一讲。丰

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创建办专职副主任刘屹介

开学啦，幼儿园、中小学重新热闹起来。许蓓 摄

绍，“文明丰台365”宣讲直通车是2023年丰台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创新举措。宣讲直通

车充分整合丰台区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和基

层百姓宣讲团的优势资源，邀请驻区高校教师、

“三级党校”老师以及职能部门业务骨干走进

直播间，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百姓关注的热点问

题，面向全区干部群众开展宣讲，通过构建“专

家讲理论、领导讲政策、百姓讲故事”多层次、

立体式的宣讲体系，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打

造成全区理论宣讲的新阵地，做到天天有宣

讲，站站有活动，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

姓家”。

（相关报道见04版）

本报讯 2月10日，丰台区科信局一行来到北京中鼎

昊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针对沈昌祥院士工作站设立

在该公司的筹备工作与企业交流，与行业专家共同研讨

商业密码产业为丰台带来的未来前景。

丰台区科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结合《北京市丰

台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相关要求，丰

台科信局牵头主抓商业密码产业的发展，紧密对接国

密局、工信部网安中心等部门，调研了一批商业密码

产业上下游企业。他表示，希望与中鼎昊硕等一批重

点企业形成紧密的行业伙伴关系，形成产业集群，成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他对沈昌祥院士工

作站设在丰台企业表示大力支持。

中鼎昊硕总经理王霞介绍了被称为“可信计算

之父”的沈昌祥院士在“可信计算”与“商业密码”领

域的研究成果，介绍了中鼎昊硕在商业密码、可信计

算领域的战略规划。

王霞结合中鼎昊硕企业自身在军工领域的优势，

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论述了中鼎昊硕筹建沈昌

祥院士工作站落地丰台区的可行性。她介绍，中鼎昊硕

作为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北京市数字化改造“小灯

塔”示范企业，每年在技术研发上做了大量的投入与积

累。沈昌祥院士科研团队的研发成果转化为产品落地，

形成技术与产业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将有助于实现

技术成果有效转化，促进区域商业密码产业发展。

南宫农耕文化实践营地

一层薄膜分隔出“两个季节”
科信局为院士工作站
落户丰台出谋划策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 原梓峰）2月13日，雪后的

北京多了些暖意，春天的气息从泥土散发到空气当

中。在王佐镇南宫的采摘园内，几十个大棚处于采摘

的档期，棚外春寒料峭，棚内春意盎然，一层薄膜分

隔出“两个季节”。

数九歌中有这样一句：“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意思是到了五九和六九的时候，河边的柳树开始发

芽，可以沿着河边看柳树，而采摘棚内已是晚春和初

夏的景象。半白半红的草莓，油亮发紫的茄子，拳头

大小的西红柿，几十个大棚内景色迥然各异。

南宫农耕文化实践营负责人介绍，在温室大棚的

作用下，全年四季都可以进行采摘，遵循自然节气规

律，利用现代农业设施，规模种植蔬菜和水果，在北

方温室里通过土壤改良和温湿度调节，实现南方果树

北方种植，突破季节限制，全年不间断种植蔬菜。

走进杏树大棚，几十棵杏树依次排开，为了适应

大棚内生长以及游客采摘，工人对树木的高度进行

了控制。“开花后放入了蜜蜂，促进授粉过程，花期要

比室外提前一个月左右。”南宫农耕文化实践营地的

负责人王安华介绍。

与矮化后的杏树相比，西红柿则增加了身高。在西

红柿大棚内，每个秧苗都由细线牵引着，从大棚上方垂

下，拳头大小的西红柿挂在架子底端，稍微小些的则挂

在架子上端。“平均气温保持在二十度左右，白天气温稍

高，夜晚也有十几度。”王安华告诉记者。

据了解，园区现有18个日光温室棚、4个连体玻

璃棚、8个花卉温室棚，有温室种植和陆地种植，常年

有果蔬，是南宫旅游景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并与北京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合作研发种植心里美萝卜、核桃纹

白菜、五叶茄子等10多个老北京口味儿的珍贵品种。

农耕园里草莓长势喜人。原梓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