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王润国的接触是 2016 年我移交安置到
丰台军休十四所的时候，进所不久，王润国主动
向我介绍所里的情况，并特别向我介绍了《军休
之友》《丰台军休通讯》杂志，动员我支持参与这
项弘扬军休文化的工作。

随着交往的增多，感到他这个人很热情，在
院子里遇到谁都打招呼。在所里，他先后担任
支部委员、副书记，为所里的工作尽心尽力。

他经常熬夜赶稿子，在院子里每天看他骑
个单车出出进进，忙得脚打后脑勺，我时常提醒
他要劳逸结合，他嘴上应承着，但实际从未有过
停歇。

去年，我们一起参加《军休之友》在昌平举
办的宣传骨干培训，我俩正好住在一个房间。
他和我聊起了退休后的心路历程和这些年的奋
斗故事，真是令人感动和敬佩。

2003年7月，王润国就担任了丰台街道东
大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一干就是6年。他
上任后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为居民办的第一
件实事就是对东营里小区自建路进行治理。这
条仅720米长、6米宽的路连接多个社区及5家
单位，道路利用率高，但路面破损严重，没有路
灯，到了夜晚一片漆黑。在他忙前跑后多方沟
通协调下，道路入口设置了大门和岗亭，配备了
保安和保洁，道路两旁安装了路灯，路面也进行

了重新铺设，原本坑洼破损的道路焕然一新。
东大街社区是丰台街道最为繁华的地段，

也是人口流动较多的区域。为加强社区人员管
理，他从服务入手，让大家感受到第二故乡的温
暖。刘老汉租赁的店铺要拆除，王润国到处咨
询，帮刘老汉在原店铺附近找到了新铺面；两名
外来务工青年工作还没找到、房租已经欠费，王
润国雪中送炭慷慨解囊，直到他们渡过难关；东
升玻璃店的老板裁料时不慎将左手4根手指锯
掉，王润国主动帮助他准备相关证明材料，让他
尽快享受到意外保险……他用倾情奉献赢得了
社区居民的信赖与尊重，大家都说“有困难找老
王”。有人曾问他，“这么辛苦，图个啥？”王润国
说，“作为一名退休老兵，能为社会服务，为居民
做点事儿，是我最大的欣慰与幸福”。

王润国以笔杆为枪，用文字的力量在军休文
化阵地上深耕细作。在部队时，他既不是政工干
部，也说不上是文字高手，从事的是专业性很强
的防化工作。退休后，为了弘扬军休文化，他补
短板，从头学起。2002年，王润国担任《丰台军休
通讯》编辑、编审，2017年担任《军休之友》编辑。
接手编辑工作后，他认真学习理论知识，提高政
治站位；自学《新闻写作基本原理》《新闻写作教
程》，充实提高自己，获取经验方法，写作水平不
断提升。

他积极组织鼓励军休干部投稿，巩固扩大
宣传报道队伍。通过办班授课、座谈交流、电话
沟通、上门指导等方式帮助大家提高稿件质
量。近些年，丰台区军休宣传报道工作得到大
幅度提升，获评“全市宣传报道先进单位”的次
数不断增加。他被大家誉为通讯报道的“引路
人”“报靶人”。

王润国深入军休群体，挖掘榜样故事。先
后采访报道了“蠓虫泰斗”虞以新、盲人医生李
志军等榜样、模范人物20余名，刊发稿件200余
篇。他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军休干部”“宣
传报道积极分子”。近些年，他连续被北京市和
丰台区表彰为新闻报道先进个人。

王润国这些成绩和荣誉的背后，离不开他老
伴儿的支持。据他讲，这么多年来，老伴儿对他
悉心照顾，家里的杂事儿家务多是老伴承担。去
年10月当教师的女儿不慎膝盖粉碎性骨折，老伴
儿担心影响他的工作，独自把女儿送往积水潭医
院安排住院后才告诉他。女儿出院回家休养需
要一年的恢复期，老伴儿对他说，“你忙你的，女
儿有我照顾就行了”。

正如他作为第九届“北京军休榜样”代表发
言时说的，把荣誉作为继续前行的新动力、新起
点，“关山初度路犹长，策马扬鞭再奋蹄。忠诚
无私守初心，老有所为作贡献”。 文/董江

北京军休榜样王润国——

“能为居民做点事儿 是我最大的欣慰与幸福”

传承榫卯之美 推进“阅读+”多元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刘洋）近日，卢沟桥街道

康馨书香驿站（榫卯文化传承中心）启动仪式
在康馨家园北区举办。

正值书香驿站品牌成立十周年之际，正
式启用的康馨书香驿站，是以传统榫卯技艺
传承为主题的新型社区公共阅读空间，也是
落地丰台的第三家社区书香驿站。

活动现场，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小学
的孩子们正在售卖他们亲手创作的阅读手
册。孩子们发挥创造力，亲手绘制、编辑并整
理的图文并茂，涵盖诗词、自然、科普、成语、
名人故事、典故、生活常识等领域知识的拓展
手册，用独特视角展示了丰富的内容，也体现
了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小学近年来推进书
香校园建设、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活动的
成果，现场吸引众多居民前来参观和购买。

活动在活力四射的开场舞《冬日燃情》中
拉开帷幕，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的学生们带来精彩的街舞表演，动感的节奏、
酷飒十足的舞步迅速点燃了现场氛围。

近年来，丰台区持续打造“15分钟公共阅
读空间服务体系”，推进“阅读+”多元发展。
康馨书香驿站（榫卯文化传承中心）涵盖阅读
新空间、家庭共享客厅、社区志愿岛、老有为
公社、健康驿站、童乐堂以及信息港。榫卯文
化作为中国传统建筑和家具制作的核心技
艺，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匠心。这家以
榫卯文化为主题的书香驿站落地康馨家园北
区，不仅是一个阅读空间的诞生，更是社区文
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有助于加深居民对榫
卯文化的认识与了解，促进传统文化更好
传承。

卢沟桥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以
传统非遗技艺榫卯为主题的书香驿站成功
落地康馨家园北社区，是丰富社区居民精神
文化生活的一大喜事，也是传统文化进社

区、推动社区文化共建和传承的创新举措。
街道和社区将以此次书香驿站建设为契机，
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创新
打造社区新型阅读空间，擦亮“书香丰台”阅
读品牌。

启动仪式上，北京一榫一卯木工中心展
示了十分钟搭建故宫官式古建积翠亭。精湛
的技艺、巧妙的搭建让观众赞叹不已，也深刻
感受到了传统建筑文化的魅力和博大精深。

众藏众阅众享是书香驿站的又一特色，
活动现场，群众自发地组织了为书香驿站捐
书赠书。

启动仪式后，社区居民自编自演的联欢
会节目将活动推向了高潮。博美乐幼儿园的
鼓舞《中国范儿》震撼开场，小爱志愿服务队
的三句半《巾帼普法宣传——小爱志愿者在
行动》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尊巴
舞《快乐出发》等节目轮番上演。

首家以榫卯文化为主题的书香驿站落地丰台并启用首家以榫卯文化为主题的书香驿站落地丰台并启用书香丰台

本报讯 春节将至，自 1月 22日起，北京园
博园将有一场盛大“聚会”热闹开启。

百年火锅老字号将首次袒露其传承百年的
秘制锅底配方，现场老师傅操刀上阵，展示传统
技艺。潮汕火锅、贵州酸汤火锅、川渝麻辣火
锅、小锅麻辣烫、冬瓜盅火锅、韩式部队火锅、日
本关东煮等将齐聚火锅节。

此外，多位非遗大师将亲临现场，邀你共赏
传统手工艺的神奇魅力。从巧夺天工的剪纸艺
术，到精美细腻的面塑雕琢，每一件作品都是匠
心独运的文化结晶，打开一扇通往传统艺术殿
堂的大门。

现场更有妙趣无穷的节日限定游戏互动
环节，在通关文牒活动中，可以“吃最鲜味的火
锅，集最好看的章”，也
有新春音乐节“躁动新
春，更有民俗曲艺秀热
闹非凡……

活动时间：2025年
1月22日—2月28日

（扫描二维码了解
详情）

新春火锅节即将开启
共赴“热辣”之约

预见 彩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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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童庙会盛况空前 非遗文化点亮新年
本报讯（通讯员 王旭）近日，丰台区少年宫

与丰台区基层公共文化指导中心联合主办的
“聚‘五气’学子 扬活力非遗”2025年丰台区童
庙会，在丰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体验中心
举办。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孩子们凭借一张小小
的“庙”趣券，便能穿梭整个庙会，尝遍特色小
吃，体验非遗项目，参与传统游戏，在民俗表演
中感受非遗魅力，趣享庙会精彩。室外区域，鸣
锣开市的声音响彻云霄，民乐合奏、打击乐、京
西太平鼓、武术、舞狮等表演轮番上演，为观众
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爆肚、羊肉串、
灌肠等烟火美食香气扑鼻。

室内区域同样精彩纷呈。一楼分为“舌尖
上的非遗”“指尖上的非遗”和“记忆中的非遗”

三大板块。在“舌尖上的非遗”区域，茶汤、糖葫
芦等北京传统美食琳琅满目，还有糖画区级非
遗传承人的惊艳作品，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和家
长。在“指尖上的非遗”区域，小朋友们亲手体
验了面塑、草编、剪纸、书法等非遗项目。而在

“记忆中的非遗”区域，毛猴、葫芦烙画、翻花等
传统非遗项目让人目不暇接，仿佛穿越回了古
老的时光。

二楼设置了精品项目体验及演出区域。古
韵遗风板块为大家带来了茶道、砌末、版画等经
典项目，让人们在体验中领略了传统文化的深
厚底蕴。

本次童庙会还特别为丰少“好朋友集市”的
小粉丝们留出了售卖自己二手用品的区域。他
们兴奋地展示自己的商品，热情地与顾客交流，

整个集市充满了欢声笑语与温馨氛围。
此外，非遗展厅也在三楼亮相，为参观者提

供了一个美轮美奂的非遗美学体验空间。丰台
区非遗保护中心的非遗大课堂更是吸引了众多
大小朋友前来探秘非遗，他们在传承人的指导
下亲手制作了非遗作品，领略了传统文化的匠
心独运。

活动现场，丰台区少年宫与区文化和旅游
局还共同进行了“校外青少年非遗文化传承教
育发展中心”的揭牌仪式，标志着丰台区少年
宫在推广非遗文化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
进一步加强了与校内、校外各相关方的沟通与
协作，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区域青少
年儿童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教育资源和活
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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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颖）新年伊
始，丰台区医疗保障局迎来了北京市
首位医保数字员工——“丰晓医”。她
依托先进的人工智能服务平台，创新
多模态场景化服务模式，为参保人员
带来全新的便捷体验。

“丰晓医”就在“丰台医保”微信公
众号“值守”。进入“自助办理”模块，
就能看到“丰晓医”，她是位身穿蓝色
工服的女士，戴着“丰晓医”的胸牌，点
击“开始对话”，就可以请她为您解答
医保相关的问题了，操作很是方便。

依托AI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模型，
“丰晓医”打破时空限制，提供 24小时
全天候无间断服务，实现将医保服务

“装进口袋”，让医保咨询触手可及。
如何让“丰晓医”为您服务？您可以

拨 打“ 丰 台 医 保 ”咨 询 热 线 010-
63252388，“丰晓医”将为您服务，也可以
进入“丰台医保”微信公众号，点击自助
办理，就可看到“丰晓医”栏目，点击进
入，就能与“丰晓医”数字人开始对话了。

本报讯（通讯员 王美力）近日，花乡街道银
发彩虹合唱队的老人们走进相儒养老院，以“银
发”助“银发”，进行公益慰问表演，载歌载舞，共
享欢乐好时光。

“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口琴与萨克斯
协奏，旋律相互缠绕，悠扬悦耳，仿佛一股穿越时
空的暖流，带着现场观众回到了往昔岁月。

互动环节，击鼓传花点燃全场氛围。“咚咚
咚咚”鼓声越敲越密，欢笑声和鼓声共鸣。老人
们既紧张又期待，“快传啊老张！”“老李接着！”
大家小心翼翼地捧着花，生怕鼓声停止时，它落
在自己手上；倏尔又机智地将花传递给邻座伙
伴，眼神中满是乐趣。

慰问当天刚好是几位老人的生日，合唱队为
老人们献上生日祝福。

据了解，合唱队是银发彩虹合唱团的重要
组成部分。银发彩虹合唱团则是由花乡街道康
润西里社区、康润东里社区、康润南里社区的退
休居民们自发组织起来的文艺队伍，共有80名
成员，平均年龄为 65岁。在街道、社区的支持
下，合唱团完善了服装、道具等，并积极参加各
类比赛和社会公益活动。

“我们作为刚退休不久，相对年轻、身体状况
较好的低龄老人，非常开心能够利用自己的力量
和优势，来帮助那些行动不便、需要更多照顾的
高龄老人。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感受
到幸福。”合唱团团长金格格表示。

花乡街道积极发动志愿力量，鼓励“以老养
老，银发互助”，通过开展文体、公益、走访慰问等
活动，不断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银发”助“银发”
托起最美夕阳红

孩子们在一起共享阅读时光孩子们在一起共享阅读时光。。

数字员工数字员工““丰晓医丰晓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