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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蒙协作领域再拓展

京蒙协作小使者研学活动收获满满

本报讯“我想了解下怎样做能在房产继
承过程中，依法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我家
橱柜门因小区主管道堵塞返水造成浸泡受损，
可以通过您这里与物业公司依法调解协商
么？”这些来自群众的法律咨询，在长辛店街道
的各个社区、村都时有发生。长辛店街道辖区
面积 15平方公里，下辖 18个社区、2个行政村，
常住人口约 6.3万人，广大群众经常来到社区、
村咨询法律问题。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助力丰台法务区建
设，长辛店街道在民情管家三级基层治理体系
基础上，全面启动“法律管家 到家服务”工作，
将法律送到百姓家门口。

“一庭五所三队”聚合力
法律服务送到“家门口”

为满足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加强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和诉源治理，进一步提升基层法治
建设水平，长辛店街道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构

建由长辛店人民法庭，长辛店派出所、长辛店
税务所、街道司法所、街道市场所、街道法律顾
问和律师事务所，区消防支队、区交通支队、街
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一庭五所三队”组成的法
律服务协作体。

街道在 20 个社区、村招募了一支 362 人的
“法律管家”队伍，其中包括由专业法官、律师、
辖区民警组成的“专业法律管家”36人，居民志
愿者组成的“社区、村法律管家”326人。

专业法律管家、北京市科宇律师事务所所
长张冰表示，长辛店街道开展的“法律管家
到家服务”工作，不仅体现了对法治精神的深
入贯彻，更是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坚持和发
展，担任专业法律管家后，自己将发挥专业优
势，协助街道开展矛盾化解、法律服务等相关
工作。

朱家坟南区社区法律管家孔祥威则表示，
成为法律管家后，自己将努力当好居民朋友们
的“和事佬”“指路人”，助力辖区邻里和谐，为
平安法治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到家问需 菜单普法
打造“一站式”法律服务平台

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街道“法律管家”团
队直接参与调解疑难复杂矛盾纠纷 40余件，解
答群众日常法律咨询 94次，开展各类普法活动
20余次，覆盖居民 2万余人。

街道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打造“一站式”法
律服务平台，坚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
解“三调联动”，开展到家问需、到家接诉、到家
帮扶、到家解困的“四到”服务，营造邻里守望、
和睦互助的良好氛围。

街道“法律管家”团队还结合辖区老年人
口多的实际情况，围绕防范诈骗、家庭赡养等
内容，开展“菜单式”定制普法，并为居民提供
邻里纠纷化解等服务。

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深化“法律管家”品牌打
造，让“法”更接地气，“理”更接邻气，“情”更接人
气，全面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共绘基层治
理“同心圆”，为丰台法务区建设贡献长辛店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白天） 为更好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服务个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丰台区税务局主动靠前服
务、科所联动，在北京市丰台区花乡花卉市场
因地制宜、扎根市场，建成“微蓝+”税收 e站，进
一步扩大税费共治“朋友圈”，实现税费服务便
利化。

6月 4日，“微蓝+”税收 e站正式启动，启动
当天受到花卉市场部门多方认可。在帮助市
场内个体工商户成功掌上开具发票的同时，税
收 e站还成为了解市场诉求的前哨兵和优惠政

策的宣传站，在一线更及时、更完整地了解个
体工商户相关情况以及涉税诉求，让纳税服务
扎根市场，真正践行以为民心办为民事。

“非常感谢咱市场和税务部门提供的优质
服务，我对税务知识的了解匮乏，店里又没有
电脑，开票非常不方便，现在有了税收 e 站，这
难题一下子就破解了!”小王花卉的经营人员在
体验现场开票后说道。

丰台区税务局党委委员、总经济师张瑛表
示，税收 e 站是税务部门服务为民的全新窗
口。通过“微蓝+”税收 e站为市场内个体工商

户提供的全领域、全流程、全方位精细服务，实
现税费政策宣传辅导、主动靠前服务、化解争
议诉求等基础事项深度融合，有利于多项终端
涉税诉求的“e站”式办结，是未诉先办、靠前治
理模式的积极探索。

下一步，丰台区税务局也将多措并举持续
发力，以更贴心服务为经济“微细胞”提供发展
动力和信心，护航个体工商户走得稳、跑得快、
赚得多，在精细化服务中展现税务新作为，当
好纳税人缴费人的“贴心人”，做好助力区域经
济发展的“加油站”。

本报讯（通讯员 邢英）航天七
三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作为丰台区心
血管质量控制及改进中心主任委员
单位和医院重点学科，现已开展旋
磨联合震波等各种介入技术治疗各
类复杂冠脉病变，电生理射频消融
填补了京西地区的技术空白，仅今
年1—5月完成电生理射频消融手术
32台，科室实现六大亚专科和人才
梯队建设。

6月 7日上午，航天七三一医院
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为
增进中塞医学事业国际交流，来自
塞尔维亚的四位心血管专家到医院
心血管内科交流学习。医院心血管
内科医护团队向四位学者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

首先，心血管内科执行主任白
静介绍医院及科室的发展，并就国
内及科室介入技术现状、设备情况、
电生理射频消融手术情况和科室特
色的人文服务等做了详细的介绍，
并将当日准备介入手术的病例与四
位学者分享交流。

随后，塞尔维亚学者代表介绍
来访团成员及此次参观交流学习的
目的，希望重点参观导管室环境及
PCI 手术操作，以便后续对手术操
作、器械选择、临床应用等相关话题
进行深入交流讨论。

经医院医务部批准，四位专家
在白静的陪同下进入导管室现场观
摩。在参观交流过程中，心血管内
科介入医生向塞尔维亚专家展示
了科室先进的医疗设备、规范的诊
疗流程及精湛的介入技术。其中，
观摩了一例 86 岁高龄患者严重钙
化病变使用震波球囊的介入治
疗。同时，也分享了在心血管内科疾病预防、
诊断和治疗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经验，塞尔
维亚专家对此表示出浓厚的兴趣，积极提问、
交流心得，并邀请医院心血管内科团队去塞尔
维亚进行手术演示。

此次交流不仅增进中塞两国心内科学者的
友谊，让塞尔维亚专家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心
内科的先进技术、治疗方法和研究成果，通过实
地参观、病例讨论的形式，亲身感受中国心内科
的发展水平和专业实力；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
塞尔维亚在心内科领域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
方向。医学无国界，塞尔维亚专家表示，希望未
来能够与中国开展更多的医学交流活动，推动
本国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工作。

白静表示，此次四位专家到医院心内科参
观交流学习，对科室来说是一种认可与肯定，同
时在医疗技术层面的交流也拓宽了双方的视
野，多形式、多层次的国际交流有利于推动医学
的国际化进程，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为患者提供
更好的医疗技术和服务。

首个丰台税务“微蓝+”税收e站揭牌成立

“法律管家 到家服务”绘出基层治理“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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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悦）2024年是京
津冀协同发展十周年，为积极推动京雄
科创走廊建设，医药产业发展提质提
速，焕发新的生命活力；为更好激发两
地医药产业新质生产力，帮扶企业高质
量发展，提升监管新动能，6 月 6 日，北
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省
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两地企业代表
齐聚在京雄科创走廊沿线城市——廊
坊市，交流共商协同监管和合作发展，
携手开启两地“两品一械”协同发展新
局面。

新版《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将于 7 月 1 日正式实施，廊坊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邀请河北省药监局医疗
器械监管处王强结合当前形势下的医
疗器械监管要求和经营现状，对新版
规范进行授课。培训场地设立两地市
场监管局主会场和两地企业分会场，
首次两地共享开放培训平台，丰台区
和廊坊市监管人员与经营企业 3000余
人参会，有效促进经营企业贯彻落实
新版规范。

两地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和企业代
表前往国药器械廊坊有限公司，对该公
司库房进行检查指导，听取企业介绍基
本情况，检查库房的设备设施、温湿度
探点分布、冷库温湿度监测、库区分类
贮存器械等，详细调研企业的供应商和
客户群体、库房管理规程等，对退货产
品区域管理进行现场检查指导，对照新
规范开展合规性检查，规范企业不断提
升管理水平。

两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和企
业代表分别发言，分享工作经验、分析
执法难题、提出解决思路、探讨今后发
展。两地地域情况和执法配置不同，而
执法依据和监管领域相同，两地针对医
疗器械监管中的个性和共性问题，展开交流沟
通，碰撞思考火花，深化两地对话交流，有效提
升专业能力和监管水平。

两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了首个“两品一械”
区域联动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四项机制”，即

“沟通协调机制、交流合作机制、联合检查机制、
宣传互动机制”。通过共享资源、共商交流、共
审联查、共促发展，推动两地“两品一械”协同监
管水平提升和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下一步，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将紧密协作、空
间联结，在京津冀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深度
合作，聚焦京雄科创走廊沿线城市达成共识，续
写丰台—廊坊“两品一械”协同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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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归来话感受

“学生通过这次研学有一个很好的学
习成果，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希望北京第五
实验学校乃至全北京市的学生都能来到扎
赉特旗，更盼望扎赉特旗学校的同学们能
够来到北京，我们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北
京第五实验学校老师苗壮说。

斯玛特教育集团董事长武志表示，“体
悟农耕之乐 畅享自然之趣”是一次研学活
动，更是一堂行走的劳动教育思政课，“这几
天我看到了同学们对农耕的实践与知识的
学习，对自然的探索与身体力行地对自然环
境的保护，也看到了同学们的进步与成长。”

扎赉特旗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师健表示，同学们通过几天的研学，
体会到了农耕之乐，也体会到了农民的辛
苦与不容易。“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守好这片
黑土地，保证大家的粮食供应，希望同学们
未来在各行各业做到出类拔萃，学有所成
时，也不要忘记今天在这里农耕的体验，不
要忘记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助力中国农耕
事业的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体验插秧、搭建帐
篷、乐游神山、亲近自然……6月 1日至 5日，
由中关村丰台园企业斯玛特教育集团组织开
展的，以“体悟农耕之乐 畅享自然之趣”为主
题研学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展开。
北京第五实验学校 35 名师生组成的研学团
队，通过实地考察、亲身体验、项目式学习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增进同学们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了解，拓宽视野，培养实践能力，实
地感受京蒙协作成果，扩宽京蒙协作领域，有
效促进京蒙两地教育文化交流。

走进大自然体验农耕乐趣

在绰尔河农耕博物馆，同学们看到了许
多栩栩如生的雕塑，通过老师的讲解，一同认
识了磨、犁、耙、风谷机、打谷桶等农耕工具，
了解了它们的使用方法。同学们也对水稻有
了初步的认识，并在学习和观察中感受到了
古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以及农耕文化对社
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次日，同学们化身小小“稻农”，在扎赉特
旗好力保稻谷景区的稻田中，完成了一堂真实
的插秧体验课。从选种、插秧，到收割、筛选，
其间的道道工序都是必不可缺的。同学们来
到稻田旁，认真聆听老师讲解插秧的技巧。随
后，同学们戴上手套、穿起靴子进行插秧。

“一望无际的稻田里，我们忙碌地插秧，
累得满头大汗，将嫩绿的秧苗一株株插入泥
中，不仅成就感十足，这样的景象也让我深深
体会到了耕作的辛劳和粮食的珍贵。”北京第
五实验学校同学王奕凡说。

在扎赉特旗广袤的田野上，无人机运送
秧苗成为空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参观扎
赉特旗农业智慧园区的活动中，同学们了解
到，每架无人机每次可运送 12 至 15 盘秧苗，
每天可以完成近 100 亩地的插秧任务，每亩

可以节约成本 100元。同学们了解到水稻不
仅能生产成大米，还可以通过加工制作成玻
璃和眼镜。

运苗有无人机上阵，插秧还有高速插秧
机助力。从“会种地”变成“慧种地”，自动驾驶
水稻插秧机已经成为扎赉特旗农业提质增效
的利器。在水稻插秧现场，有多台高速插秧机
同时开工，稻池边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摞摞水稻
秧苗正等待“上机”，农机手们熟练地操作着水
稻插秧机来回穿梭，绿意盎然的稻田与勤劳耕
种的稻农勾勒出一幅美不胜收的田园景象。

在生产车间感受科技农业创新力量

在大米生产车间，大家看到运转流畅的
生产线：精细的加工程序中，金黄的稻谷经过
脱壳、筛选、精米加工、灌装、封袋等环节，变
成了一颗颗莹白清香的大米。随后，白花花、
晶莹剔透的大米被撒入一个个袋子里，随着
滑道向前输送。仓库内，成箱成袋已包装好
的大米摆放整齐，正等待装车发往全国各
地。车间外，车辆有序驶向其他城市……

“扎赉特旗引导农户在自家的农田种植
优质水稻，从产品种植、加工生产到销售，努
力实现水稻全产业链闭环发展，加强产地冷
链物流、仓储保鲜等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现代
农牧业发展根基。”扎赉特旗相关负责人说。

“参观了农业智慧园区，我感受到了科技
与农业的完美结合，各种先进的设备和技术
让农业生产变得高效且精准。走进大米生产
车间，目睹了从稻谷到大米的整个加工过程，
自动化的流水线和严格的质量把控，让我对
日常所食的大米有了全新的认识。”北京第五
实验学校同学侯子祺说。

在户外活动中，同学们还体验了 DIY 稻
草人的协作。稻草人是一种用稻草、秸秆等
材料制成的模型，放置在田间，主要目的是守

护庄稼，防止鸟类和其他动物破坏粮食作
物。首先要准备一些木棍，将木棍捆扎在一
起，形成一个直立的轴。再分别用稻草束扎
成手臂和腿部，捆绑到直立的轴上，用铁丝或
稻草固定好，以防止松动。最后将衣服穿在
稻草人身上，再用彩色颜料，树叶等装饰物为
稻草人增添其个性特征。

斯玛特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团队协作和
实践制作的过程中，同学们感受到了动手的乐
趣和创造的喜悦。从选材到搭建，从填充到装
饰，都倾注了同学们的细心和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