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 日是第 17 个世界孤独
症日。孤独症也称自闭症，患者
通常在社交、交流和表达上存在
问题，沉湎于某种特别的事物或
行为，仿佛只活在自己的世界，就
像独自闪烁的星星，所以被称为

“星星的孩子”。
据统计，在我国该病患病率

为 1.8%。孤独症越早发现、越早
诊断、越早干预，效果就越好。那
我们该如何识别孤独症呢？

这些症状应引起家长警觉：6
个月没有大笑、喜悦、高兴的表
情；9个月没有和家人互动的声音
和表情，如和妈妈互动时的微笑、
高兴地叫、眼神的接触之类；12个
月没有牙牙学语，听到爸妈喊自
己没反应，也没有互动的手势,
如用手指展示、伸手够东西或挥
手等。

如果你身边的孩子有以上
症状，还请提醒家长尽早去医院
就诊。

与此同时，可以帮助孩子发
展兴趣爱好。孤独症患者通常对
某些特定的事物或活动表现出强
烈的兴趣。家长可以帮助他们发
掘和发展这些兴趣爱好，以促进
他们的自我表达和创造力。

给孩子建立日常生活的规律，
包括固定的作息时间、良好的饮食
习惯等，有助于减少他们的焦虑和压力；给孩子提
供稳定安全的环境，可以让他们感到舒适和安心，
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减少不必要的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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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

“丰宜皓雅”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 赵自谦 通讯员 闫钰薇）4月
2日，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北京园博
大酒店举办2024年丰台区“丰宜皓雅”社会化管
理退休人员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此次
活动由区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
局、丰台区文化旅游局、丰台区体育局、丰台区消
防救援支队、丰台区园林绿化局联合协办。

本次活动设置1个主会场，2个分会场。主
会场内，丰台区的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表演了
《盛世花开》《不忘初心》《丰宜福台人人夸》等9

个节目。在“丰宜”分会场，百名社会化管理退
休人员在卢沟桥、宛平城、中国人民抗日英雄纪
念馆举办红色主题健步走活动，聆听时代宣
讲。在“皓雅”分会场，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在
中国插花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笔画会，体验传
统非遗技艺，并成立“丰宜皓雅”丰台区社会化
管理退休人员艺术团。

启动仪式上，主会场主持人与两个分会场
现场连线，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2024年丰台区
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宣传教育系列活动正式启

动，并同步发布了丰台区“丰宜皓雅”活动品牌。
接下来，丰台区人力社保局将按照北京

市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安
排，不断扩大“丰宜皓雅”品牌影响力，依托学
习教育活动、“京颐杯”书法绘画摄影展活动、
全民健身活动三大体系，有序在丰台区内开
展红歌比赛、舞蹈大赛、主题诗朗诵等数十项
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专属活动，激发丰台区
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爱党爱国爱北京的政治
热情，增强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讯 3月28日，首期“詹天
佑秦驰道大咖讲堂”在丰台创新
中心举办，轨道交通行业专家学
者、企业代表等近400人线上线下
共同参与。

詹天佑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
副秘书长赵炎，中关村科技园区
丰台园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
任，丰台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
党组书记、局长赵春丽出席活动
并致辞。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管理
委员会联合北京丰宜福台合作发
展基金会、北京中关村轨道交通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举办

“詹天佑秦驰道大咖讲堂”，旨在
打造行业前沿技术传播分享平
台，聚焦行业热点邀请詹天佑铁
道科学技术奖和詹天佑秦驰道专
项奖获奖者以及行业科技工作
者从全球的视野、多元的角度开
展分享，立足中关村丰台园，以技
术创新、产业焕新促交流，以企业
协作、产业融合促交流，以生态培
育、产业影响力提升促交流，推动
轨道交通产业创新发展。

首期特邀三位嘉宾，聚焦詹天
佑秦驰道历史文化、京张高铁成就
以及智慧地铁发展进行交流。

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
馆业务副馆长孙志伟结合詹天佑
秦驰道历史资料，生动介绍了秦驰
道的历史沿革、詹天佑先生与中国早期铁路建设标
准以及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十四届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青年奖获得
者、中铁设计集团城交院副总工程师刘建友回顾
了京张高铁的建设历程，分享了团队在技术创新、
工程实施等方面的经验与心得。

首届詹天佑秦驰道专项奖青年奖获奖者，北
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技术创新研究院总体技术
研究中心副主任、基础设施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白文飞向与会者介绍了智慧地铁评价体系，结合
前沿技术与实际案例，展示了智慧地铁在提升运
营效率、保障安全、优化乘客体验等方面的作用，
并展望了智慧地铁未来的发展趋势。

“詹天佑秦驰道大咖讲堂”将作为全年常态化
活动，每两个月举办一期，邀请行业翘楚分享智慧
与经验。敬请广大行业内外人士持续关注，共同
见证轨道交通行业的创新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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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晓妍 赵自谦）京西卢沟
桥畔的长辛店，是中国早期铁路修造业和产业
工人聚集地，也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
策源地和发生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
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被誉为“北方的
红星”。在这里，有一支义务宣讲队，追寻红色
足迹，将红色的种子播撒。3月 26日，丰台区
召开 2024年精神文明建设大会，长辛店街道

“北方的红星”志愿服务队作为特色志愿服务
队代表获得授旗。

小小红色宣讲员
共讲家门口的故事

“工人的工字上边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
中间一竖是工人，工人顶天立地，工人就是最伟
大的阶级。”高高举起手的少先队员礼之后，长辛
店第一小学的王宥宁用清脆又坚定的童声讲述
着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旧址的历史。

3月28日，一场长辛店红色历史宣讲比赛
举行，来自长辛店街道的中小学生戴着红领
巾，站在“劳工神圣”的背景前，洪亮又饱含感
情地诉说着家乡的悠久历史。13位选手轮番
登场，有介绍长辛店红色旧址的，有讲述革命
先驱的斗争故事的，也有表达对家乡长辛店的
热爱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北方的红星”
宣讲团的成员。

长辛店地区拥有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
址、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劳动补习学校旧
址、工人俱乐部旧址等一批红色旧址，但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游人寥寥。2023年7月，为了讲
好长辛店的红色历史故事，街道成立“北方的
红星”红色宣讲团，在红色旧址开展讲解，免费
为游客们介绍长辛店的红色历史文化。

“从成立到现在我们宣讲有 200场了，为
上千名游客传递红色文化。”“北方的红星”宣
讲团团长周健介绍，宣讲团一共有三十多人，
有居民讲解员、社工讲解员，也有青少年讲解
员。宣讲团分工明确，分为宣讲组、保障组、服
务组，大家根据自己的特长各司其职。

如今，宣讲团作为特色志愿服务队代表获
得区级表彰。在这背后，曾有一个人默默宣讲
了十年。

从一人十年坚守
到众人共筑红色记忆

63岁的尹喜军是土生土长的长辛店本地
人，退休前曾是长辛店街道合成公社区的党委

书记。2012年，他发现很多本地居民都不了解
长辛店的历史，便萌生了义务讲解的想法。“我
翻旧了好几本历史书，又问了更年长的老人，
整理出了一套词儿。”尹喜军说。

写好解说词，又进行了细致地选点后，尹
喜军开发出一条红色文化游览线路，开始系统
地为前来长辛店的人们讲解这座千年古镇所
蕴含的红色历史文化，人多的时候一天接待 4
个团体。无论刮风下雨，一讲就是 10年，讲解
覆盖5万余人次。

立足于“老尹讲古镇”，在东山坡社区的牵
头之下，成立了“北方的红星”红色宣讲团，为
宣讲团配备了讲解器、队旗等器材，给成员们
统一服装，招募居民和社工积极参加。社区还
举办了培训班，由尹喜军和周健作为讲师讲述
老镇历史知识和交流宣讲技巧。

“社区发布招募通知，来了很多热情的老
街坊，大家都想把长辛店这张红色名片介绍出
去。但是大家都没经验，大庭广众下讲肯定紧
张。”周健说，去年 8月第一次组织讲解时，社
区居民张景梅太过紧张忘词了，觉得丢脸，就
不愿再来宣讲。“我充分挖掘她的优势，她是社
区文艺骨干，擅长演出跳舞，总能吸引大家目
光，只是没有宣讲的经验，后来我全程陪同她
宣讲，她卡壳的时候我就微笑着朝她点头口型
提示。”在周健的耐心鼓励下，张景梅逐渐找到
了信心，积极报名每一次宣讲，成了团里的骨
干成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本地退休居民
讲解员更有家乡味和情怀，年轻的讲解员就更
加朝气蓬勃。”在每一次讲解完成后，周健会私
信每个成员，便于大家更快地提升。“团员们也
在相互鼓励，相互打气。大家拧成一股绳，共
同讲好红色故事。”

当接到社区讲解任务的通知后，宣讲团组
长们的微信群消息就响个不停。“今天下雪了，
我得和大家提前一个小时扫雪去。”保障组组
长发了一条消息。“路滑，我们也得拿着旗子站
在几个主要路口，提醒大家小心走路不要摔
倒。”服务组的组长也开始动员组员准备接下
来的活动。“我们有一个组长群，任务下来以
后，每个组来领。除了听我们的宣讲学习历史
文化，也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团队在服务过
程中的温度。”周健表示。

“今年 1月份有 20场的集中宣讲，接待了
培训团体、中小学生，还有民主党派人士，受到
了很多好评。”周健说，今年宣讲团在社区的组

织下还将会到学校和单位深入讲解，把红色故
事传承下去。此外，长辛店老镇将于今年“十
一”焕新开街，周健很期待，她要和团员们再把
宣讲流程仔细打磨，以更好的面貌迎接四面八
方的游客。

东山坡社区党委书记郭淑娟介绍，自“北
方的红星”宣讲团成立以来，已在辖区 8处红
色旧址宣讲长辛店历史，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强大保障，为地区历史文
化、红色文化、老镇文化的宣传弘扬作出了贡
献，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和社区基层治理提供
重要宣传途径。

新生力量注入
传承红色基因

最近尹喜军很开心，有一个二年级的学生
通过爷爷联系他，想要加入宣讲团，并且英语
口语流利，可以给外国人讲解。“现在的孩子真
厉害，他让我把讲解词发给他，他要翻译成英
语。”尹喜军说，十年前的他根本无法想象宣讲
团有现在的规模，“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大
家一起把长辛店红色文化发扬出去，是我最高
兴的事。”

在街道和社区的大力支持下，不仅仅有
“土著”，一些“新长辛店人”也加入宣讲队伍
中。今年 36岁的粟英已在长辛店工作、生活
了十年，早就有了归属感。去年 5月听说街道
开办了宣讲培训班，她迫不及待地报了名。“既
然定居在这里，我也有责任和使命将长辛店的
红色文化推广出去。”粟英说，她记下了尹书记
整理的文稿，也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积极学
习。“在一次讲解结束后，一位阿姨和我说虽然
生长在长辛店几十年，但家门口的红色故事从
未像今天这样认真听过、看过，她特别感动。”
得到这样的评价，粟英觉得一切都值了。

同时，街道和社区的党组织与学校联合组
织中小学生积极参与志愿宣讲，共同保护好、
传承好、弘扬好长辛店红色文化。

三年级的王宥宁最终获得了本次宣讲比
赛的一等奖，他很满意自己的表现，“终于不会
忘词了。”他对记者透露了完美发挥的“秘诀”：

“我不光是去背这个话，背的时候还要去想象
这个画面，我在讲劳动补习学校的时候，似乎
看到了当年工人们在那里补习的场景，也让我
在学习的时候更专心一点”。当被问到是否会
继续宣讲时，“我既然加入了，就会一直坚持下
去。”他说。

月均义务讲解超三十场 为上千名游客传递红色文化

让北方的红星在志愿服务中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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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昊）3月27
日，学术出版机构爱思唯尔（Elsevi⁃
er）发布2023年“中国高被引学者”
（Highly Cited Chinese Re⁃
searchers）榜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天坛医院4名学者入选，相比
去年增加1人。

据了解，上榜的4名学者分别
为王拥军教授（神经病学血管病方
向）、江涛教授（神经外科学脑胶质
瘤方向）、吴涛教授（神经病学运动
障碍疾病方向）和施福东教授（神
经感染与免疫方向）。

北京天坛医院相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医院高度重视高
水平科技成果产出，更加关注论文
被引情况、指南引用情况以及是否
改写指南等，并在科研项目管理、
科研成果管理、科研绩效考核、学
科评估等方面推出系列举措，保证科技成果产出的
质量，以实现科学研究为突破医疗领域“卡脖子”核
心技术服务，解决人民群众健康领域最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

据了解，2023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共有来
自496个高校、企业及科研机构的5801名学者上榜，
覆盖了教育部10个学科领域、84个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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