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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乐琪）北京市正在试点

街道办托新模式，首家街道“托儿所”近日在位于

丰台区六里桥街道的北京市社区儿童中心开班。

全天、半天托育，临时托管，周末亲子活动……便捷

的服务走到了社区居民家门口，切实解决了家长们

的托育难题。

记者近日来到六里桥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在

这里，街道利用活动场地，办起了一个可提供18个

托位的“托儿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托

儿所”面积不足100平方米，但却合理地划分出了建

构游戏区、艺术体验区、图书阅读区、肢体活动区等

不同的功能分区。小小的沙发、桌椅，每件用具都色

彩明艳、尺寸“适童”。

正值午睡时分，在睡眠区，保育人员荆荆全程

照看着熟睡的孩子们，1至3岁的幼儿每10到15分钟

监测一次呼吸，1岁以内的婴儿每5分钟监测一次呼

吸，避免婴幼儿在午睡时发生鼻口窒息等威胁生命

的安全风险。

17时许，到了“放学”时段。“托儿所”门口，几名

婴幼儿家长有序排着队等候接娃。“街道提供的托

育服务，真的帮了我大忙。”30岁的林女士接上了3岁

的女儿准备回家。她说，自己曾经是一名上班族，生

育之后已经辞职在家专职育儿3年之久了。“我希望

能尽快回归职场，街道‘托儿所’助了我一臂之力。”

上个月，她从网络渠道得知街道办托的消息，便把女

儿送了过来。带孩子的“重任”有街道伸出援手，她

便有了求职的时间和余力。“如今工作已经初步有了

眉目，真的感谢街道‘托儿所’！”林女士说。

“我们来上托班，不是因为家里缺人手、没人

带。”半天托班的金金才1岁4个月，姥姥说，孩子父

母希望能创造机会让女儿与同龄孩子多接触，从小

培养社交能力，所以把金金送到了“托儿所”。一个

月来，小金金变化很大，不仅学会了自己吃饭，还养

成了玩具分类、摆放整齐的好习惯。“本来担心孩

子年纪小不适应，没想到她特别喜欢‘托儿所’，下

个月我们就要开始上全天班了。”

“‘托儿所’除了提供全天和半天托班，还提供

‘计时托’的服务，为临时有事的孩子家长救急。”

荆荆说，试点运行以来，“托儿所”共接待咨询家庭

50多组，他们大多来自周边的小井润园、莲香园、西

府玉苑等社区。

北京市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本市提

供托育服务的机构园所共600家，超过200家完成

备案，提供托位总数超33000个。其中，幼儿园托班

93家，托育机构507家。市民对就近就便的幼儿园

托班、社区和单位办托呼声高。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六里桥街道的“托

儿所”是全市街道办托“第一家”，这种灵活、便捷、

实惠的托育新模式将在各区进一步推广。同时，有

关部门正在加紧制定普惠托育服务的相关政策，多

部门协作扶持多类型托育服务发展。至2025年，普

惠托育服务将实现中心城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平

原新城街道（乡镇）全覆盖，“实现每街道至少有一

家普惠托育机构”。

本报讯（特 约记 者 孙宏阳 邓伟）公交线路

优化调整，为地面公交出行提 速，已经成为每年

北京交通工作的“必选题”。然而，受道路条件、

地 理位 置 等 多种因素 影响，公交增 站、挪站，缩

短 换 乘 地 铁 距 离，往 往 涉及 多 个 部门，做 起 来

并不 容易。今 年，北 京 将“公 交 线 路站点优化”

纳入 接 诉即办“每月一题”，多部门攻 坚，“啃下

硬骨头”。

10号线莲花桥站，位于西三环，不仅客流量大，

乘客换乘公交的需求也大。但受道路条件制约，D

口（西南口）一直未能实现与地面公交有效接驳，市

民出站后如需向东南、西南出行，要步行至其他车

站乘车，常常需要走上近20分钟。

“虽有十余条公交线路在此经过，但由于莲花

桥下车流量大，道路空间局促，西南口一直无法停

靠设站。”北京公交集团线网中心业务主管许迪介

绍，为了破解接驳难题，公交集团同市交通委、市公

安交管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多次调研、现场会商，寻

找解决办法。

莲 花桥下“小手术”紧 锣密 鼓 进行，匝 道 交

通设 施 标 线调整，在两条车道之外，增 加了公交

车的停靠区域，挤走乱停车，同时拆除路边护栏，

为乘客上下车提 供方便。“考虑到桥下车流交织

现象严重，高峰时段经常拥堵，还应尽量减少 公

交设站对道路交通的影响，多部门研究决定，先

期 选 取一 条 途 经 公 交 线 路 停 靠 设 站。”许 迪 介

绍，经过在现场组织乘客投票，并结合地铁出行

数 据，最 终选 择为需 求量 最 大的62路增设 莲 花

桥站，市民出了地铁走几步就能上公交，基本实现

“零换乘”。

市交通委地面公交运营管理处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全市共增设公交站位79处，增加线网覆

盖110 .7公里。公交站点和轨道站点进一步融合发

展，对莲花桥、后沙峪、亦庄火车站、大井、二里沟、

南法信、马泉营等轨道站点周边公交站位进行了优

化调整，缩短换乘距离。

中国戏曲学院
2023年展演季启幕

北京首家街道“托儿所”开班

地铁莲花桥站D口能换公交了

六里桥街道

陈国相，男，1979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

北京市丰台区宛平街道景园社区副主任。社区的工

作是如此的平凡，正是在这平凡的岗位中，有这么

一群默默奉献的人。陈国相常说：“平凡就好，用

我所能，服务大家”，他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党性强、

业务精、工作实、作风正的特点，在工作岗位上锐

意进取、敬业勤业，保持了共产党员的优秀本色，

树立了共产党员的楷模形象。汛情就是命令，救灾

就是责任。陈国相在防汛救灾中，不顾危险，不怕

脏累，冲在前头，带头清理淤堵的雨箅子，使得积水

情况有效缓解，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信念。

本报讯 即日起至12月，学院推出“国戏风华”

中国戏曲学院2023年展演季活动，通过包含经典剧

目、演唱会、音乐会在内的24台演出和1场展览，集

中展示学院近年来教育教学成果。

第七届“青研班”师生联袂出演的《龙凤呈

祥》、京剧演唱会，由于魁智、李胜素、叶金援、李宏

图、郭跃进、舒桐等“青研班”导师代表携众学员联

合参演，不仅体现了戏曲传承“教演一体、示范带

动”的优良传统，也让“青研班”学员的艺术水准在

经典剧目和经典名段中得到检验。同时，与国家级

院团的紧密合作彰显了戏曲表演“强强联合、精彩

亮相、各展所长”的审美特质，国家顶尖级京剧院

团和中国戏曲教育最高学府艺术风格一致、艺术理

念相同，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培育戏曲高端人

才，对构建学校教育教学同院团演出实践相结合的

戏曲人才培养机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

实践价值。 

此外，本次展演季中还有老中青少四代戏曲人

同台的师生演唱会、多剧种名家折子戏专场、昆曲

表演艺术家沈世华教授从艺七十周年教学成果展

演、张火丁京剧程派艺术传承中心成果汇报演出、

乐心飞扬—宋飞师生胡琴音乐会，以及学院多个

系部和附中带来的优秀教学成果展示，努力为广大

戏迷、专家学者及媒体朋友们献上精彩演出。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 林瑶）10月14日，丰台多

个景区开启橙色周末，景区发出邀请，为喜欢橙色

系的朋友做足了准备。为此，记者先后探访了王佐

绿野仙踪郊野乐园和世界花卉大观园，据了解，王

佐镇南宫五洲植物乐园的奶龙和北宫国家森林公

园的部分黄叶也加入到“橙色周末”之中。

王佐绿野仙踪游客入园免费摘柿子

配有专业工具“帮摘”

记者从王佐镇绿野仙踪郊野乐园了解到，10月

14日起，园区内近万颗柿子逐步进入成熟期，感恩

每位参与支持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人，游客入园

后可免费摘取柿子，工作人员还准备了5米长竹竿，

帮助游客摘取高处的柿子。

在绿野仙踪郊野乐园北侧种植着近百棵柿子

树，秋天一到，橙色的柿子明晃晃地挂在树梢枝头，

十分惹人喜爱。今年园区受到强降雨灾害一度停业

抢修，期间得到了大批粉丝的支持，在抢修的一个

月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怀，柿子熟后园方邀请入

园游客每人可免费采摘5个。“在受到强降雨灾害期

间，我们在大家的鼓励下重新抢修基础设施，很快

恢复了营业，目前仍有部分设施需要彻底重新修

建，但是我们不会忘记那段时间帮助我们的大小朋

友们，现在柿子挂在枝头是园内最‘甜蜜’的时节，

所以特地邀请入园朋友来采摘。”绿野仙踪郊野乐

园负责人介绍。

记者了解到，柿子树高矮不一，随着枝头的下

垂，部分柿子小朋友们伸手可得，高处的有十几米

高，为了保证采摘安全，园区工作人员制作了5米长

竹竿，并配采摘网，方便为游客摘取柿子。

绿野仙踪郊野乐园作为王佐镇西庄店的旅游

产业，直接间接带动当地及周边就业几百人，旅游

旺季时，最高单日接客量达到上万人次，被评为北

京网红打卡地。

记者翻看某第三方平台软件看到，目前两大一

小的周末票价为75元，园内分布着几十处滑梯和百

米长树屋，并可免费搭帐篷，近年来多次被评为网

红打卡地，适合全家周末出游，在园内还可远眺千

灵山整个山体风景。

“巨型南瓜艺术王国”本周末亮相

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来自全国各地数十位大

地艺术家，相约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以“致敬耕

耘，礼赞丰收”为主题，以京郊的南瓜和麦草为原

材料，构建了一个奇幻的“巨型南瓜艺术王国”，为

北京市民游客提供了又一个秋游好去处。

记者从丰台区获悉， 巨型南瓜艺术展于10月

14日至31日亮相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在1万平方米

的大地艺术王国里，近40个品类、超40万斤南瓜采

用“美景与造型相融合、动态与静态相平衡”的设

计理念，营造出极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大地艺术作

品。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展

览我们设计了五大主题活动展区，涵盖了海洋、森

林、人文、科普等多个维度，为游客打造了一个集科

普、创新、浪漫、互动于一体的秋游好去处。”

记者在现场看到，近20万个形态、颜色、品种

各异的南瓜搭建了深受小朋友欢迎的5米高的狮子

王和停驻于古城边的啄木鸟博士，还有象征着丰收

喜悦的松鼠之悦和蘑菇丛林……南瓜艺术展品与

园区的景观相得益彰，暖阳下的南瓜科普房里面摆

满了几十种不同品类的南瓜，“原来南瓜的品种有

这么多，有牛腿南瓜、蛇南瓜、磨盘南瓜……而且还

有比我都要高的南瓜！”前来参观的王蓁蓁小朋友

告诉记者，“秋天象征着丰收，我们要珍惜通过劳

动而丰收的一筐筐果实。我要把这些都记下来，回

学校分享给同学们。”

除了南瓜艺术展品外，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还

为游客打造了南瓜互动体验区域，如南瓜套圈、南

瓜涂鸦、南瓜灯DIY等。超巨型木偶狮子、长颈鹿、

大象还将进行游园沉浸式互动演绎，动物、木偶、

艺术相结合，献上一场集巡游、互动为一体的木偶

大戏，在带来视觉震撼的同时，还可进行亲子娱乐

互动，寓教于乐。

世界花卉大观园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结束

后所有南瓜将会进行回收再利用，不会被浪费，例

如其他展览活动等形式。”

此时的世界花卉大观园内秋意正浓，粉黛乱

子草花海、狼尾草、纤序芒等观赏草随风起舞；数

万盆各色小菊组成不同造型的色带、色块，形成缤

纷花海；金银忍冬、海棠、山楂树上红红火火的果

实挂满枝头，橙红黄绿的树叶就像打翻了调色盘

沉浸式感受层林尽染的秋韵，2000种植物奉上浪

漫秋天，只等你来打卡。

丰台开启橙色周末橙色周末秋丰汇福台

注：演出展览信息以实际情况为准。

丰台好人

“国戏风华”中国戏曲学院 2023 年展演季演出

序列 内容 时间 演出地点

1
附中戏曲音乐专业京剧器乐

专场音乐会
10 月 16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2 学院师生演唱会 10 月 21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3 附中教师专场《春闯堂》 10 月 22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4
第七届“青研班”师生联袂

演出《龙凤呈祥》
10 月 23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5 多剧种名家荟萃折子戏专场 10 月 24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6 多剧种表演专业折子戏专场 10 月 25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7 附中戏曲表演专业学生专场 10 月 26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8
张火丁京剧程派艺术传承中

心教学成果汇报演出《秋江》
《荒山泪》

10 月 27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9
昆曲表演艺术家沈世华教授
从艺七十周年教学成果展演

10 月 28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10
第七届“青研班”师生联袂

演出京剧演唱会
10 月 29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11
京昆系教学成果演出折子戏

专场 ( 一 )
10 月 30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12
京昆系教学成果演出折子戏

专场 ( 二 )
10 月 31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13
京昆系教学成果演出折子戏

专场 ( 三 )
11 月 1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14
京昆系教师展演《捧印》《得

意缘》
11 月 11 日

长安大戏
院

15 京昆系教师展演《伍子胥》 11 月 12 日
长安大戏

院

16
第七届“青研班”附中教师

学员折子戏专场 ( 一 )
11 月 14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17
第七届“青研班”附中教师

学员折子戏专场 ( 二 )
11 月 15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18 戏韵管弦民族音乐会 11 月 16 日
中山音乐

堂

19
乐心飞扬—宋飞师生胡琴

音乐会
11 月 17 日

中山音乐
堂

20 京昆系昆曲折子戏专场 11 月 27 日
国家大剧
院小剧场

21
第七届“青研班”教学汇报

演出折子戏专场
11 月 29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22
第七届“青研班”教学汇报

演出《锁麟囊》
11 月 30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23
第七届“青研班”教学汇报

演出《谢瑶环》
12 月 1 日

梅兰芳大
剧院

24
守正创新—京剧程派艺术

演唱会
12 月 3 日

中山音乐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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