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岗街道，宋玉婷，女，1972年出生，云岗北区公
交站台公共文明引导员。她总是身着黄色制服，在公
交车站频频挥舞小旗，引导大家文明出行，风雨无阻
5000多天。她的腰包中常备应急药品、零钱，遇到需
要帮助的乘客，竭尽所能助其解困。她还多次因拾金
不昧、帮扶特殊人群受到表彰，收获许多锦旗。14年
间，受助旅客已超5万人。她用平凡行动促进文明行
为养成，带动身边人绘就城市“流动文明”风景线。

2010年，云岗街道公共文明引导队刚刚成立，得
知消息的宋玉婷主动报名成为云岗街道第一批公共
文明引导员。怀着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一份力
量的梦想，至今她已在风雨中坚守岗位14年。宋玉婷
将雷锋精神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内化为积极的工作
态度和工作方式。她脸上时刻带着亲切的笑容，用温
柔的语气劝阻插队等不文明行为，引导乘客有序上下
车；她细心地照顾行动不便的乘客，帮助不熟悉路线
的乘客查找便捷的路线，在车辆进站时提醒玩手机的
乘客及时上车；她耐心地答复过往行人的咨询，为问
路的人指引方向……她的热心不局限在一方小小的
公交站台，而是温暖了整个云岗。

2024年4月23日17时，云岗北区十字路口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骑车女子受伤。事故发生时，
正在附近值守的宋玉婷第一时间发现并赶往事故现
场，她拨打报警电话向交警汇报现场情况，随即联系
受伤女子的家属。因为不能移动以防造成二次伤害，
宋玉婷蹲下让其靠在自己身上休息，并言语安抚该女

子。其他引导员化身“人墙”，指挥车流避让，防止二
次事故发生。在宋玉婷的帮助下，受伤女子很快缓解
了激动的情绪。其家属到达事故现场后，宋玉婷与其
家属一起将受伤女子送入车中，及时送医治疗，之后
电话了解到受伤女子已无大碍。

宋玉婷身上随时携带零钱，借给有需要的乘客乘
车；她多次捡到手机和钱包等贵重物品，设法联系失
主归还财物；救助多位智力残疾人士，为他们购买食
物并将其送上回家的公交。工作之余，宋玉婷主动参
与创城创卫志愿服务活动，协助社区开展桶站值守、
卫生清洁等工作，服务时长超过400小时。宋玉婷说：
“很荣幸成为‘柠檬黄’的一员，发挥自己的社会价值，
我愿意继续将爱心与温暖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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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 说

宋玉婷：14年坚守绘就城市文明风景线

好人故事

丰台好人

近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和丰
台区法学会主办、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协
办、法律出版社中法评研究中心学术支持的
“常鸿杯”第五届京津冀大学生法学学术论
文大赛暨 2025丽泽法务菁锐研讨会正式启
动。现面向
全国高校大
学生开展主
题 征 文 活
动，并拟于
2025年10月
在京举办颁
奖典礼和研
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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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鸿杯”征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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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 通讯员 胡萍）凌晨
四点，天际泛着微微的靛青色，内蒙古林西县宏
达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牛舍里却已亮起暖黄的灯
光。伴随着细微的机械运转声，智能饲喂机器
人沿着预设轨道平稳行进，精准地将不同配方
的饲料投放到对应饲槽。母牛的饲料添了钙
粉，小牛的饲料拌着益生菌，育肥牛的草料加了
蛋白粉，时间不长，几百头牛的“定制早餐”就在
黎明前悄然完成。

科技赋能
养殖户告别“半夜爬牛棚”

合作社理事长韩立智站在监控屏幕前，看
着实时跳动的数据说：“这些‘铁牛倌’比人还
精细，凌晨干活不耽误牛长膘，我们也能睡个
踏实觉。”这充满科技感的养殖场景，正是 2023
年京蒙协作肉牛改良提质扩群数字化智能建
设项目结出的硕果。借助 300万元的京蒙帮
扶资金，统部镇引入数字化智能精准饲喂机器
人、电子耳标、体征检测项圈等 451套设备，构
建起覆盖肉牛育种、饲喂、防疫的全链条数字
化管理体系。

如今，每头牛都戴着专属“身份证”，随身携
带“健康管家”，身上的温度检测发情设备配合
分群系统，能精准识别发情母牛并分群管理，使
配种成功率提升至 92%；体征监测项圈实时采
集牛的体温、步数等数据，提前 48小时预警疾
病风险，让兽医从“救火队员”变“保健医生”；更
值得称道的是智能饲喂系统的“精打细算”，通

过分析牛体重与饲料转化率的关系，系统动态
优化饲喂方案，使饲料成本降低 18%，肉牛日均
增重提高 23%，有效实现了养殖户的降本增效，
为精养精育、建设节粮型畜种提供有益探索。

棚圈经济
激活村集体与养殖户“双赢密码”
京蒙协作的生动实践在统部镇水泉村写下

鲜明注脚，走进村民冯中卫承包的标准化棚圈，
粉碎机将玉米秸秆加工成细末，自动撒料车沿
着轨道均匀投喂，智能扫地机及时清理着养殖
区。“这‘五星级牛宾馆’是京蒙帮扶给咱建的，
租金一年才 2万多，养 100多头牛比过去轻松一
半，年收入能到 30万元！”冯中卫开心地说，
2022年，北京市投入 789万元帮扶资金实施的
肉牛养殖小区项目，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传
统散养模式升级为“智饲舍栏促产能”的集约化
养殖。

项目共建成 9栋标准化钢架棚圈，通过配
套自动饮水、智能监控等十余项现代化设施，让
养殖效率提升 40%以上。在养殖小区的辐射带
动下，水泉村形成“一链嵌三金”收入模式：让群
众土地流转有“租金”、务工就业有“薪金”、生产
经营有“售金”，带动村民多渠道增收。更形成
“以养带种、以种促养”的循环经济，养殖产生的
粪污加工再还田，打通了种植养殖连接环节，实
现了粪污利用有出口、耕地地力有提升、产业发
展可持续，使玉米亩产提升 500斤，化肥用量减
少 20%，带动户均年增收 1万元。

村集体收入也“水涨船高”，三年来水泉村
集体经济实现三级跳，累计增收超 90万元。其
中超半数收入用于反哺民生，一方面积极推进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另一方面针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开展
农技培训，提升其自身发展能力。“京蒙协作不
是‘输血’，而是‘造血’。”镇党委书记田野说，这
种“产业带动、科技赋能、民生共享”的发展路
径，正勾勒出乡村振兴的清晰轮廓。

京蒙协作
串起产业“升级链”

依托京蒙协作搭建的数字化养殖平台，统
部镇正将“科技养牛”的经验转化为本地发展
的“硬支撑”。目前，全镇养殖户超 50户纳入
智能管理系统，肉牛年出栏量突破 3.7万头。
“北京的帮扶资金不是‘撒芝麻盐’，而是‘穿针
引线’——既‘砸’出智能棚圈、饲喂机器人等
‘硬件支撑’，更‘嵌’入育种改良、数字管理、品
牌运营的‘软件升级’，让京蒙协作从‘点对点’
帮扶变成‘链对链’赋能。”林西县委常委、副县
长、丰台挂职干部裴斅思告诉记者。

随着林西县政府借助京蒙协作引入北京二
商肉牛屠宰和深加工项目，统部镇在此基础上
强化顶层设计，在镇域内投资 1790万元建设林
西县统部镇牧歌肉业加工厂，预计实现年产值
1200万元，年利税 45万元，并将牛肉分割、冷链
物流、电商直播等配套环节逐一补齐。统部镇
的“牛”产业正从“卖活牛”迈向“卖品牌”，真正
实现“一头牛带动一条链，一条链富了一方人”
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从‘传统散

养’到‘科学精养’，京蒙协作的种子早已在这片
土地上生根发芽，结出累累硕果。当科技与产
业结合，当帮扶与振兴同频，一幅‘产业兴、农民
富、乡村美’的时代画卷，正在京蒙两地携手奋
斗中徐徐铺展。”裴斅思说。

铁牛倌上岗 智能养牛助农增收
林西县统部镇科技赋能“牛”产业

本报讯（通讯员 姜玮）日前，
第八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戏曲 
“演学活动”——“雨生百谷”京剧
音乐互动音乐会在北京园博园戏
曲会客厅精彩上演，中国戏曲学
院附中的学生们奏响《雁荡山》吹
打乐，凭借音乐与肢体动作演绎
跌宕剧情，燃爆全场。

全部剧目主要由传统经典
和红色传承两部分组成，《女起
解》《西皮小开门》等经典曲牌奏
响，展现民间音乐融入京剧的历
程。《智取威虎山》选段、古筝曲
《打虎上山》等红色剧目激昂唱
响，演唱者与伴奏同学带动气
氛，惊艳四座。 

戏曲文化会客厅坐落在北
京园博园，紧邻文昌阁，可以远
眺永定塔，俯瞰永定河，中式园
林风格与京剧艺术相得益彰，古
韵流光。戏曲文化会客厅在第
八届戏曲文化周选址建立，设有
中国戏曲文化周发展历程展、全
国戏曲剧种展、戏曲会客厅、戏曲研学馆、戏曲
直播间、戏曲文创书店等，戏曲周期间接待游客
近两千人，开展演出十余场。
“这里承载着搭建游客、戏迷、票友、专家等

多元群体观、赏、学、研、品全方位跨界交流平台
的使命，力求营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浓厚氛围，让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年龄段
的观众都能临境交互感受京剧艺术的博大精
深，让戏曲文化在新时代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戏曲文化会客厅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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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通 讯 员 林 琛）近
日，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由 22名英国家庭医生组成的
中医学习团。两国的基层医
生跨越万里重洋，开启了一场
中英家庭医生间意义非凡的
对话。

抵达中心后，访团成员与
中国的基层医生们围坐一堂，
丰台区社区卫生管理中心副
主任周薇、蒲黄榆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主任刘宏及中心的全
科、中医家庭医生代表参加座
谈。双方就两国社区医疗现
状及服务情况畅所欲言，交流
经验。英国家庭医生专注聆
听中国同行对社区医疗体系
架构、服务模式以及应对基层
医疗需求策略的介绍，时而点
头表示认同，时而抛出关切问
题。中国家庭医生也认真倾
听英国同行分享的宝贵经验，
现场思维碰撞不断，交流氛围
浓厚。

座谈结束后，访团来到丰台区中医药博
物馆。馆内丰富的展品和浓厚的中医药文
化气息令他们目不暇接。访团成员对各类
中药饮片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踱步至
饮片斗柜前，近距离观察每个抽屉上的标
签，伸手触摸斗柜的木质纹理，仿佛想通过
这种方式探寻中医药传承千年的奥秘。他
们轻轻拿起饮片，仔细观察其色泽、形态，还
忍不住放到鼻尖轻嗅，随后更有人大胆地品
尝，微微皱眉又瞬间舒展，口中喃喃自语，似
在品味这小小饮片蕴含的奇妙滋味。

紧接着，访团成员代表体验了中医传
统疗法——耳穴压豆，同行人员也都纷纷
凑上前仔细观察，有的询问着体验者的感
觉，有的细数着贴敷耳豆的数量，有的则对
耳豆的材料感兴趣，当他们知道这是由一
种叫“王不留行”的植物种子制作而成时，
更是一脸的惊讶。当中医医师将“王不留
行”籽贴上耳廓，从未体验过的酸胀感让英
国客人不禁感叹：“这小小的耳朵，竟藏着
全身的健康密码！”

临别之际，访团成员们的脚步却依然在
承载着千年医学智慧的展厅里徘徊，目光中
满是对这方中医药文化天地的眷恋与不舍。
他们表示此行收获远超预期，不仅触摸到中
医的脉搏，更感受到中国同行的温度。他们
说到，这次交流不仅拓宽了对社区医疗多元
模式的认知，更深入领略了中医药的独特魅
力，并真诚希望能与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乃至中国的社区医疗领域建立良好的合
作关系，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机会继续交流学
习，共同推动社区医疗事业迈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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