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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坚守我心中的坚守
我是卢沟桥文化旅游区的一名讲解员，卢沟桥的故

事没有我不知道的，那里有数不清的石狮子，还有乾隆

皇帝御笔写下的晓月碑，有着北京母亲河之称的永定河，

这里的故事说不完。

大学毕业之后，我妈总说：“女孩子，工作离家近别

老起早贪黑的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就在家门口当上了

讲解员。离家是近了，出门就上班，下班就进家，没事带着

游客上桥溜达溜达，背着固定的讲解词，没什么意思。可

每次讲解回来都能在桥上看见一位老爷子也在给大家讲

历史，可他并不是我们这儿的工作人员。问了老讲解员才

知道他叫郑福来，义务讲解60多年了，讲历史的时间比我

们岁数都大，老人的身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从那以后只要老人在那儿讲我都凑过去听，成了听

众队伍里的常客，七七事变的时候，爷爷回忆说他只有

七岁，日本鬼子是怎么杀人的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新中国成立以后，爷爷还担任了卢沟桥镇的第一任

镇长，那时他还接待过一位日本客人，当他讲到七七事

变的时候，那个日本客人说老人讲的不真实，“我们的教

科书跟你讲的可不同”。爷爷没和他争，只是从兜里掏出

一沓日本侵略中国时的照片和资料，看到资料和照片那

个日本人红着脸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走的时候

通过翻译告诉爷爷，他回国之后要把这里看到的听到的

讲给更多的日本人。

从那以后，每次爷爷上桥都要背上那个小包，放着

他平时收集的资料和照片，爷爷总开玩笑地说：“这可是

我的宝贝呀，没了他我可不成了瞎说么。”散场后我问爷

爷：“我的讲解什么时候才能像您一样好。”

爷爷说：“这讲解不是生搬硬套，遇到不同的客人

要有不同的讲法，老人爱听历史，小孩爱听故事，给军人

当然要讲抗战了。咱们讲历史首先要有根有据，不能瞎

说，随意篡改，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不也得学么，咱们

就得活到老学到老。”

每次邻居见我送爷爷的次数多了，半开玩笑地说：

“老爷子什么时候收的徒弟呀？”爷爷笑着说：“对，这

就是我刚收的大徒弟。”

从此我们成了真正的师徒关系，在爷爷的带动下，

我开始不断收集新知识，整理新材料，遇到不明白的我

就上网查，查不到的就记下来去爷爷家求证，爷爷就给

我讲历史、上党课，给我看他的笔记和心得。没事我也

会陪爷爷一起上桥，把他讲的录下来，回家仔细研究。

记得那天晚饭过后，我依然在整理资料，五岁的女

儿跑过来说：“妈妈陪我玩。”我把她打发走之后，又一

心扑在工作上。

不一会儿听见角落里的哭泣声，“妈妈不爱我了，都

不陪我玩了”。

我的心里一酸，赶紧抱过她，眼泪掉了下来。这时

爱人赶忙从我手里接过了孩子：“乖，妈妈太忙了，爸爸

陪你玩。”看到家人对我工作的支持，更加坚定了我讲好

的决心。

2013年的一天，我接到组长电话“小张，明天有官

兵要来咱们卢沟桥参观”。

到了第二天，当官兵齐刷刷的队伍站在我面前时，

我的心情是既紧张又激动，我深呼一口气开始了自己的

讲解，当我讲道“29军大刀队挥舞大刀，用身躯誓死捍卫

卢沟桥”的时候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官兵对我的认

可，证明了我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

就这样随着不断的积累，我的讲解水平不断提高，200

多米的石桥平时走5分钟，您跟我听半个小时也讲不完。

爷爷的精神鼓励了我，军官们的士气振奋了我，让

我重新认识了工作的意义，讲好抗战故事的决心。从今

往后，我还会继续坚守这份精神阵地，把发生在这里的

故事、老人的精神，一代一代地讲下去。

（卢沟桥文化旅游区 张妍）

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来了观察员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来了观察员

玉泉营街道

本报讯（通讯员 王艳）“参加党建工作协调委员

会，让我们学习了兄弟单位关于安全生产的先进做

法。今后，我们还将积极参加街道活动，并尽快和社

区党委建立进一步联系，贡献力量！”作为玉泉营街

道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新吸纳的观察员单位，中建

六局华北建设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车立龙在会议上

说。近日，玉泉营街道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北京京桥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召开，11家成员单位和

1家观察员单位围绕“党建引领惠民生，凝心聚力护

平安”主题，展开积极深入的分享交流，合力推进区

域安全建设工作落实落细。

玉泉营街道全面推进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工作

体系建设，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切实把区域化党

建工作纳入街道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中，向推动

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进一步做实

党建协调委员会工作，妥善解决区域治理问题。

“在今年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工作体系建设上，

街道做了一些创新：一方面，引入观察员单位的概念，

吸纳优秀的企事业单位全程观摩、参与我们的党建

工作协调委员会；另一方面，围绕主题，丰富会议形

式，通过实地参观+座谈形式，形成共治共建合力”，

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据了解，2023年以来，玉泉营街道按照“党建引

领、区域联动、共享共治”的工作思路，明确工作目

标、梳理资源优势，汇总服务需求，共梳理街道、社

区（村）需求清单26项、资源清单73项、项目清单19

项，完成10个社区、村与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成员单

位结对共建，为持续推进区域化党建，解决辖区关切

的热点、难点问题，促进提升城乡治理水平打下扎实

基础。接下来，街道将立足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坚

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的同时，常态化联络员会议制

度，加强各成员单位日常沟通交流，切实解决一批影

响区域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推动玉泉营街道各项工

作再上新台阶。

百姓宣讲故事汇

目前，我们正在推行党建引领、法治保障、德

治教化、自治基础、智治支撑“五治”融合治理模

式，在解决各类诉求、化解群众矛盾、消除安全隐

患等工作中都达到了良好的预期效果。同时，街道

从辖区实际出发，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全力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整合党建协

调委员会、街道综合执法平台、社区（村）社会治

理综合服务站等三个平台的调度效能，多部门联

动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多元治理主

体共建共享安全宜居社区，为高质量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问：环境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盘，更关乎

老百姓的生活品质，今年以来，丰台正在推行“三

道”工程和“金角银边”建设，咱街道这边有哪些显

著变化？

崔兵：近年来，东铁匠营街道持续开展城市更

新、“疏整促”专项行动、背街小巷整治提升等环境

综合治理工作。今年6月份，街道“六个功能组团”

合力推进平房区消隐治乱攻坚行动；以东铁营桥组

团为例，横五条18号院拆除违建400余平方米，修

建充电车棚、安装太阳能路灯和监控设施，实现整

体安全环境提升；“金角银边”工程同仁小园将于

近日建成，为老百姓营造“开窗见绿、推门进绿”的

门前景观，形成景色舒朗的街区环境。               

问：东铁匠营街道富有南城烟火气，丰富的传统中

医药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咱们的一大特色，

目前有什么进展？

崔兵：今年，我们将在赵公口桥组团开展“中

医药文化节”，进一步激发丰台区中医药博物馆、

同 仁 堂、丰台区 康 复 医 院 等 中 医 康 养 产 业合 作

伙伴 的 协 同 发 展 动 力，扩大 15 分 钟 中医 康 养 服

务圈、朋友圈。此 外，辖区单位 工 贸技 师学院 的

二十四节气陶瓷、京绣，松雷文创集团的扎染、抽

纱等非遗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创产品，并在刘家窑

桥组团的街区会客厅展售，两个文化特色类组团

已形成联动态势。

问：今年“五四”前夕，区委书记王少峰在万

科·泊寓与创业青年座谈，针对青年集租公寓转型“生

活+创业”综合体提供了新路径，目前进展如何？

崔兵：铁营与万科·泊寓共同打造“生活+创

业”青年社区，通过青年创新原动力孵化产出创业

项目。6月份，我们在万科·泊寓建立了党组织，探

索建设流动党员支部，并且与北京市党建研究所

合作，进行《创新党的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课题

研究，打造全链条式“党建引领+创新创业服务”

品牌，500平方米创业共享空间进入施工阶段，预

计今年第四季度建成亮相，已有6家创业企业达成

入驻意向。此外，依托街道发展合作办公室，强化

街道服务经济职能，夯实“服务包”工作体系，在

方庄桥组团的安富大厦党群服务站创新建立“助

企直通车”项目、非公党建示范点、（微蓝＋）税费

流动工作室，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米”；畅

通资源互通渠道，推动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等

创新发展要素向铁营汇聚，今年以来新引入新设

立企业170余家，不断为辖区经济发展注入源头活

水。街道在6月北京市企业“服务包”试评全区排

名第一。

问：通过您的分享，我看到了一个宜居铁营、绿色

铁营、文化铁营、活力铁营。最后，您能为我们描绘下

铁营的未来吗？

崔兵：以历史传承展望未来愿景—不同历史

时期铁营劳动者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

品格，涵养塑造了东铁匠营地区的“铁匠精神”，激

励着铁营干部以责无旁贷的使命担当推动辖区高

质量发展。我们将以“铁肩硬汉、匠心营城”的“新

铁匠精神”，真抓实干、走在前列，一步一个脚印将

市、区工作部署转化为实际工作成效，加快将东铁

匠营街道打造成为宜居宜业示范街区，让倍增发展

成果惠及辖区居民百姓。

“倍增追赶、合作发展”·一把手访谈 东铁匠营街道办事处主任崔兵

丰厚积淀 多元共建 打造营商环境高地丰厚积淀 多元共建 打造营商环境高地
（上接01版）

北京粳稻全产业链发展论坛在丰台举办北京粳稻全产业链发展论坛在丰台举办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刘晴）7月8日上午，

北京粳稻全产业链发展论坛暨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北京稻育繁种基地揭牌仪式在位于丰台区王

佐镇的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举办。农业农

村部、科技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

农业大学、中国种子协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农业

企业代表等领导和专家，以及丰台区人民政府、丰台

区委农工委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走近繁种基地的实验田，只见蓝天白云掩映下，

绿油油的稻田分外养眼，天隆优619、K20等多个品

种的粳稻都已经进入壮苗分蘖期，地头上立着每一

畦稻田的品种和播种日期，记者眼前看到的这些粳

稻都是5月22日播种的。“目前对比来看，天隆优619

长得更壮实挺拔一些。”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稻田里土壤潮湿但是不会湿鞋,与传统的水

稻田大不相同。“这些粳稻都是采用旱直播的种植

方式，滴灌和喷灌相结合，会一直保持土壤湿润但不

会大水漫灌。我们还专门在每一畦稻田的主水管上

安装了水表，方便记录水稻从播种到收割全生育期

的整体需水量，也为粳稻旱直播提供参考数据。”梁

海坡说。

区 政 府相 关负责人表 示，北 京优 质粳 稻育繁

种基地的正式挂牌将 推动丰台区与中国农科院院

士团队、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度合作，联

动 推 进北 京优质粳 稻育繁种基地 建设，创建北 京

种业 振 兴粳 稻种质创新应 用场 景，进一步推动 北

京优质稻产业链 发 展。希望基地 重点开展 适 宜北

京 地区 推广种 植 的优 质粳 稻 新品种选育工作，打

造北 京优 质粳 稻展示研学基 地，通 过与京津 冀优

势 科 研机 构和产业化 集团联动，推动 和打造北 京

优质稻全产业链发展。

在北京优质粳稻全产业链发展论坛上，国家粳

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介绍了基地建设情况及发展规

划，丰台花乡农科进出口有限公司介绍了粳稻全产

业链发展情况。与会领导、专家和企业代表展开座

谈，纷纷表达看法，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个黑色的

富硒大米吃起来脆脆的，入口有一种爆炸感，是不是

可以用在冰淇淋等甜品中？对于喜欢养生的市民，

用这个米和辽参一起煮粥可能在口感上会比小米更

好，而且营养价值也高。”在论坛现场，与会专家品

尝了丰台花乡农科提供的富硒大米后赞不绝口。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丰台

区联合国家粳稻中心中国农科院院士团队共同打造

北京粳稻优质种质创新应用场景。今年在品种展示

基地种植了8个粳稻新品种。丰台区南苑稻约在清朝

中期就开始种植。经过去年的选育，目前在王佐镇的

怪村和南苑街道的南苑村分别种植了150亩优质粳

稻，为挖掘南苑稻历史提供品种支撑。

记者还了解到，实验田中的粳稻预计收获期在9

月底，能够实现麦茬稻轮作和油菜田和粳稻轮作，实

现一年两季的种植，促进轻减高效栽培模式的推广和

利用，从而大幅度减少农业面源污染、降低碳排放，

走出丰台“稻”路，推动优质稻种业和全产业链发展

工作，为丰台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史莉）“有一次，离大车村还有

一里路左右，突然听见枪响，村里人都往外跑，我咬

着牙往里跑，一边跑一边看人群里是否有交通员宁

德新，顺利完成送信任务，真是又高兴又后怕！”近

日，南苑街道暑期“红色故事会”在机场社区开讲。

现场邀请老党员为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传承红色文

化，赓续红色血脉。

11岁成为抗日地下交通员，今年91岁有着73年

党龄的军休老党员刘汉杰结合自己“全家抗战”的经

历、生活环境的变化，向青少年们讲述了党的奋斗史，

加深了孩子们对党史的了解，一段段动人心魄的红色

故事，激励着青少年们加倍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立志奋发图强，好好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暑期“红色故事会”开讲暑期“红色故事会”开讲

听着老爷爷讲述革命烈士为

了保家卫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光荣事迹，我深

深懂得了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今后，我

一定好好学习，长大了好好建设我的祖国。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既要有爱国

奉献情怀，又要有强国复兴的责任意识、

担当精神，努力学习，做新时代的合

格接班人！

青少年说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无数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

所以孩子们，爱国需要行动，你们一

定要有新时代少年的奋进精神！

老党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