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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瑶）近日，以“活化南苑 600
年皇家苑囿文化”为内核打造的杰嘉花乐园在南
苑森林湿地公园正式开园，通过复原历史场景、
创新无动力设施及沉浸式文化体验，为市民提供
“寓教于乐”的全新休闲空间，也成为全市首个皇
家苑囿文化与儿童友好体验深度融合的生态亲
子乐园，助力花园城市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南苑皇家狩猎场的童趣“复活”

杰嘉花乐园坐落于南苑历史文化核心区，
这里曾是辽金时期皇家狩猎场、元明清三朝皇
家苑囿，拥有 600年皇家园林与 900余年狩猎文
化积淀。“选址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是从市园林局
推荐的 8个候选公园中综合评估的结果。”杰嘉
花乐园负责人朱仁元表示，“我们团队在 2023年
冬天的第一场雪后，耗时 3天踏勘了 1万多亩场
地，与当地居民、史学专家反复研讨，最终决定将
南苑的‘皇家狩猎’IP与儿童友好理念相结合。”
“这个滑梯长得好像故事书里见到的古代大

炮啊！太好玩儿了。”5岁的淼淼手脚并用地攀上
一座 3米高的木质无动力设施，顺着滑道冲入软
草垫，他身后的装置原型，正是杰嘉花乐园项目
团队耗时一个月设计出的中国古代军队攻城用
的武器“投石机”模型。项目总设计师王珂笑称：
“孩子们可在此攀爬、玩滑梯，同时了解杠杆原

理。这处以皇家军事装备为原型的儿童游乐设
施，前后修改数十版图纸，确保历史还原与现代
安全标准兼顾。”

王珂向记者透露，设计团队在勘测前做足了
“文化功课”：“平时都是先勘测构图，这还是第一
次组织所有测绘人员和设计师先系统挖掘学习
当地历史文化。我们查阅了大量史料，创意转化
了投石车、攻城机等古代军事设施为无动力游乐
装置，甚至‘复原’了古代晾鹰台、御道驿站等场
景，让皇家狩猎文化从书本‘活’进园区。”

让历史自己“讲故事”

“我们不是简单复制历史 IP，而是让文化可
触摸、可参与，让历史自己‘讲故事’。”朱仁元说。
园区特别设置中国古老的狩猎民族——鄂伦春
部落体验区，可以通过射箭、投喂等互动，沉浸式
了解狩猎民族与自然共生的智慧。钻进等比例
缩小的鄂伦春族民居“斜仁柱”，小朋友们摸着透
光的白桦树皮纷纷惊叹：“原来古代人用树皮当
墙纸呀。”
“为了完全还原鄂伦春族四季迁徙的居住智

慧，设计团队专门从东北定制了 50余平方米的白
桦树皮。”王珂蹲在圆锥形木屋里边比画边说，“孩
子们钻进钻出的瞬间，文化传承就发生了。”

下一步，杰嘉花乐园将与农大等院校机构合

作推出“苑囿里的二十四节气”“苑囿里的生物趣
闻”等系列研学课程，将伯努利空气动力学、鱼菜
共生体系等物理和生物知识从传统课堂引入户
外实践场景，转化为生动有趣的娱乐游玩设备与
手工DIY项目，让抽象的知识变得触手可及。园
区总面积 180亩，一期建设面积近 50亩，未来，园
区二期、三期还将增设体能拓展区与社会实践基
地，覆盖更广泛的教育场景。

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

区别于传统游乐场，杰嘉花乐园首创“家长
社交+亲子成长”双轨模式。在园区内为家长设
置多处休憩空间，而御道驿站等历史场景复原则
让全家在游园中感受文化熏陶。
“这里的无动力设施把很多物理知识点拆解

成互动机关，而且周围的背景墙还有历史介绍，
比在商场里带着孩子看广告牌认字有意义。”带
着孙女在此游玩的张女士告诉记者。

此外，杰嘉花乐园的创新实践已引发区域联
动效应，王佐镇组织考察团深入调研运营模式。
“这里是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的新范式。我
们并非单纯地复制 IP，而是要借鉴‘在地文化挖
掘+功能融合’思路，用好用细用活王佐镇资源，
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文旅路径，让文化赋能乡村
振兴。”王佐镇相关负责人说。

南苑皇家苑囿文化童趣复活
本 报 讯（通 讯 员 王 志

愿）近日，应塞拉利昂共和国
诚挚邀请，民建中央人口医
药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国际
防癌长寿联盟主席、中国民
族卫生协会副会长、丰台区
老科协常务理事、覃氏瑶医
第十三代掌门人、北京瑶医
医院院长覃迅云与北京瑶医
医院常务副院长、覃氏瑶医
第十三代传人李玉兰一行赴
西非开展学术交流考察，其
间受到塞拉利昂政要及当地
民众的高度关注，为中非传
统医学合作写下新篇章。

交流考察期间，覃迅云
与李玉兰受邀到访当地政要
府邸，与塞拉利昂各界代表
深入交流瑶医药文化。在王
室 James-king（詹姆斯 -国
王）的盛情接待中，覃迅云以
“天人合一、盈亏平和”的瑶
医理论为核心，系统介绍了
瑶医药在肿瘤、慢性病防治
领域的独特优势，并现场展
示了瑶医蟒针等特色诊疗工
具。李玉兰则通过案例分
享，生动阐述了瑶医“减法医
学生态模式”理念在临床实
践中的应用，引发热烈反响。

覃迅云为 James-king夫
人采用瑶医目诊诊病，精准
到让 James-king惊喜道：“中
国的医术真是太神奇了。医
生只要检查眼睛，就能准确
诊断疾病。这和我妻子之前
的诊断结果一样。即使对于
腰椎疾病和子宫肌瘤等通常
需要 CT扫描和 B超检查才
能诊断的疾病，只需一眼就
能清楚地识别出来！真是一
目了然啊！”接着覃迅云针对长期困扰
James-king夫人的病痛，运用瑶医绝技“蟒
针疗法”进行施治。蟒针作为瑶医传承的特
色针法，具有“一针通百穴”的独特疗效，通
过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迅速缓解了 James-
king夫人的症状，让在场的人员直观感受到
瑶医诊疗体系的科学性与创新性。

为增进中非友谊，覃迅云代表北京瑶医
医院向 James-king赠送了象征中塞友好的
国礼“大熊猫”，这份凝聚着中医智慧的礼
物，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深厚底蕴，
更传递了中塞携手推动人类健康事业发展
的美好愿景。

此次西非之行，是覃氏瑶医又一次将中
国传统医学推向国际舞台的重要实践。正如
覃迅云所言：“瑶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更
是全人类的健康财富。我们愿以此次交流为
契机，与西非各国携手构建传统医学合作平
台，让更多人受益于传统医药疗法的智慧。”
据悉，双方已就传统医学交流、瑶医药人才培
养、科研合作等达成初步意向。未来，北京瑶
医医院将持续推动瑶医药国际化进程，为共
建“一带一路”、健康共享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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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家庭工作六项行动

家校社共育服务圈构建行动

目标：打造“15分钟家校社共育服务圈”，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常
态化机制。

任务：升级家长学校阵地，强化学校、家庭、社会三方联动协作，形
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家庭教育服务和成长环境。以家教家风促家庭发
展，举办家庭家教家风主题特色活动。培育家长学校规范化建设示范
点，营造浓厚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氛围。试点“社区托育+家风培育”
模式，助力构建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

家庭文明建设深化行动

目标：打造丰台特色家庭文明建设品牌，提升群众参与度。
任务：结合丽泽金融商务区、南中轴地区、长辛店老镇和宛平城等

丰台特色资源，拓展家庭家教家风基地建设，推动家庭文化传承。多
渠道宣传丰台家风故事，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加强教育引导，提升群
众对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认知度和参与热情。通过家庭家教家风宣
传月，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体验活动。

基层妇联干部家庭工作实践行动

目标：建设高素质基层妇联队伍，强化家庭工作“头雁效应”。
任务：实施能力提升计划，深化“巾帼同心，家育相伴”基层妇联干

部关爱系列活动，开展社区（村）妇联干部“家风建设实务”专题培训，
为基层妇联干部做好家庭工作赋能。充分了解家庭需求，发挥妇联干
部在家庭工作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时代家风传承巾帼志愿行动

目标：培育专业化巾帼志愿队伍，构建精准帮扶体系。
任务：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妇女之家、儿童之家、社区家长学校等

服务阵地，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吸纳志愿者及志愿家庭，开展红色家风
传承、科学家教普及等主题志愿服务活动。聚焦“一老一小”群体及困
境儿童，开展巾帼志愿服务，培育互帮互助的良好家风。

最美家风风采展示行动

目标：树立家风榜样，形成最美家风润万家的社会新风尚。
任务：开展家规家训、家书家信征集及千馆万员讲家风等工作，培

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清廉家风建设。利用媒体平台开设“最美家风
润万家”丰台行动专栏，展播最美家风故事。深度挖掘和宣传优秀家
风典型，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扩大最美家风的社会影响力。

（上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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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家力量 丰台打造家庭家教家风品牌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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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家庭的故事生动诠释了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
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让广大居民深
受感染和启发。在 2024年启动的“家庭教育进万家”项目中，
区妇联联合区教委，依托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推出家庭教育
系列课程，将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送进千家万户，惠
及众多家庭。

此外，丰台区连续三年召开全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大会。通过宣传片展示、事迹宣讲、采访对话、荣誉表彰等多
种形式，让获得全国级、市级“三八”红旗奖项的个人和集体
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女性代表走进大众视野。以新故事、新
形象、新旋律、新风格，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巾帼女性的风采和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妇女和家
庭参与家庭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专业队伍
宣讲团队蓄势待发

为了更好地传播家庭家教家风理念，区妇联陆续成立了
丰台区最美巾帼宣讲团和最美家庭宣讲团，共有 50余名成
员。区妇联联合区委宣传部开展最美家庭宣讲进社区活动，
邀请最美家庭宣讲员线上线下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宣讲进社
区（村）活动 50余场，受众达 5万人次。

同时，连续三年将“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纳入区委党校主
体班课程，最美家庭宣讲团走进党校为学员们带来精彩的宣
讲。区妇联领导班子成员也为 400余名科职干部授课，将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性传递给更多基层干部。

连续两年推出的“你点单、我送课”系列活动也取得了显
著成效。区妇联领导班子成员作为最美讲师团成员走进 12
个街镇、社区（村）开展专题授课，围绕怎样建设家庭家教家
风，结合丰台区最美家庭事迹，为基层党员、群众和社区（村）
干部送去生动的家庭幸福课。这些活动成果覆盖 1200余人，
进一步夯实了基层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基础。

特色品牌
家庭建设深入人心

区妇联在全区各街镇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坊 27场，通
过家庭团体辅导，精准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11年来，丰
台区共选树“丰台最美家庭”1100余户、“首都最美家庭”150
余户、“全国最美家庭”“全国五好家庭”20余户。这些家庭在
爱党爱国、科技振兴、绿色环保、孝老爱亲等领域树立了榜
样，形成了鲜活的家风教材。

丰台区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引领广大家庭参与基层
治理的切入点，带领全区家庭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创城创卫创
森等活动。“以一带十”，以“小切口”实现“大作为”。在全年的

传统节日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1000余场，每年的 5—6月开
展家庭家教家风宣传月活动，开展“好家风传承”系列活动
300余场，让家庭文明建设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

特色矩阵
“一街一品”直通基层

区妇联引领基层妇联组织打造“一街一品”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特色品牌，各街镇结合自身实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活动。

和义街道打造最美家庭巡回宣讲活动品牌，结合邻里间
的家庭家教家风故事，引发了社区居民的强烈共鸣；新村街道
举办“致敬最美家庭，弘扬文明家风”宣讲活动，具有家国情怀
的香港同胞王琳达女士分享了感人至深的“小家大爱”，带领
辖区家庭积极践行家庭美德；青塔街道举办首届家风家长课
堂，通过“家风宣传+亲子互动”探讨的方式，聚焦科技飞速发
展下日益凸显的家庭问题，倡导新时期和谐家风；卢沟桥街道
开展家风故事交流分享活动，把爱党爱国、科学家教、孝老爱
亲家庭氛围宣传进每家每户；看丹街道启动家庭家教家风宣
传年，通过好家风系列活动，丰富家文化，传递家力量；北宫镇
探索家风教育新实践，通过“老幼共育、双向赋能”模式，构建
“仪式浸润—情感共振—机制延伸”全链条家风培育体系，为
新时代基层治理注入红色家风动能。方庄街道、右安门街道、
宛平街道等街镇也积极挖掘本辖区特色资源，将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与基层治理有机融合，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强势声势
云上妇联强音回响

近两年，丰台区妇联积极打造“新媒体云上妇联”建设
活动，加强舆论引导，充分发挥价值引领作用。“丰台女性”
公众号家风专栏年发布动态超 200条。近三年，两次入选全
国妇联发布的妇女宣传舆论阵地建设优秀榜，通过中国妇
女报、北京女性等媒体传播“丰台家风好声音”，形成多维度
宣传格局。

丰台区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宣传阵地，广泛宣传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和工作成效，宣传先进典
型和经验做法，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良
好氛围。同时，创新宣传方式，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增强宣
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理念深入人
心。努力创造属于丰台的家庭新文化，凝聚蓬勃家庭力量，
推动丰台区各项事业取得新发展。

未来，丰台区将继续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重要抓手，
通过一系列有力举措，不断巩固和扩大家庭建设成果，为丰
台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家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