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怡飒）6月 27日，新村街道
红色“1+1”支部共建启动部署会在首经贸召
开，会议发布了新村街道五大功能组团功能型
党支部建设方案，发布了“1+1+N”党建共建体
系。在场各共建党支部共同梳理了共建项目
清单，学院式街区治理共建对子再添新成员。
共建启动部署会的召开，是新村街道和首经贸
充分挖掘各自资源优势，推动构建市域社会治
理新格局的一次全新探索。

新增30组共建对 构建“大党建”矩阵

会议现场首先发布了五大功能组团功能
型党支部建设方案。方案中提到，每个功能组
团功能型党支部由 1名牵头主管领导任党支部
书记，党员由组团牵头部门所在党支部党员，
组团分区范围内社区（村）、院校、单位党员，发
展智库专家党员和党建协调委员会“两核心十
平台”党员共同组成。

会议现场还发布了“1+1+N”党建共建体
系，公布了新增的30组共建对。记者注意到，五
大功能组团功能型党支部又分别进行了小组细
化，每个组团按照实际细分为 3到 6个小组，与
首经贸的各个学院党支部结成共建对。

“1+1+N”是指“1个社区（村）党支部+1个院
系党支部+N个特色化组合模式”。新村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陈见喜说，街道根据各个区域承载的

不同功能把区域划分为“丰台站超级TOD区、城
市更新试验区、校社互融区、超大型社区治理示
范区、医疗创业双业互促区”五大城市功能组团，

“此次五大功能组团功能型党支部与学院党支部
结对拓宽了共建覆盖面，让新村街道的19个社区
（村）都有了与学校进行交流合作的渠道。”

记者了解到，今年 5 月，新村街道举办了
“学院式街区”建设启动仪式，发布了《学院式
街区建设 2024年重点任务项目库》。同时，街
道与首经贸等七家单位签订校地共建协议，成
立“新村发展智库”，构建了“党建共建、校社共
融、社区共治、双创共促、文化共享”的学院式
街区发展格局。“此次新村街区红色‘1+1’支部
共建启动部署，进一步深化了‘学院式街区’建
设，将从前分散的共建凝聚成矩阵式、多层次
的协同共建，一同打造学习型、服务型、帮扶
型、文化型的‘四型’区域化党建工作品牌。”首
经贸党委副书记孟波说。

小组现场研讨 结对效果“立竿见影”

“我们一直都有在社区开展系列法律讲
座的想法，特别是针对婚姻法、邻里纠纷等领
域，但社区没有相关资源。”在会议的共建项
目研讨环节，桥梁厂第二社区第三党支部书
记曹秀梅现场道出了自己的困扰。她的结对
伙伴是首经贸法学院教师第三党支部的支部

书记贺燕，二人就遇到的发展困境和想法进
行了沟通交流。曹秀梅拿着纸笔认真梳理记
录。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二人已达成了初步
规划，学院决定在桥梁厂第二社区有规划地
开展法律系列讲座，将法律知识送进千家万
户。

“学院为我们提供法律服务，社区也可以
为学院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平台，这是一件合作
共赢的好事。希望学院的学生们能多来社区，
为社区注入新鲜活力。”曹秀梅说。

有的支部有需求，有的支部有资源，如何实
现精准对接？新村街道工作人员介绍，此次现场
的30组共建对前期都经过了工作人员的详细摸
排，尽量达到供需匹配，“如三环新城第三社区党
委与首经贸文化与传播学院党委的结对，就是考
虑到双方的文化宣传资源需求与供给。”

这些年，首经贸与新村街道始终保持着
“双向奔赴”。除了共同成立“新村发展智库”，
学校曾与樊家村派出所、花乡法庭等联合成立

“校地警庭”联盟，联动应急力量，组织开展校
园安全巡查、应急消防演练等，维护校园及周
边和谐稳定，推动平安新村建设。孟波介绍，
未来，首经贸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学科专业和人
才资源优势，与属地社区共同创造出合作共赢
的机遇，与辖区居民营造出宜学宜居宜业的幸
福氛围，共同打造具有学院特色的高品质街区
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刘思淼）近日，由丰台区
文化和旅游局主办，丰台区文化馆承办，丰台
区各街镇分馆协办的“歌唱祖国”2024年丰台
区“我的丰台 我的家”群众合唱大赛决赛在
丰台区文化馆剧场举行，来自六里桥、五里
店、方庄等街镇的 17支参赛队伍，800余名群
众合唱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歌声为媒介抒发
丰台人民的爱党爱国情怀，以赛事为桥梁弘
扬新时代美好旋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最终，方庄美娘女子合唱团、琴之舞合唱
团、北京爱之声合唱团获得了此次大赛的一
等奖。

大赛在《祖国不会忘记》等主旋律歌曲中
拉开序幕，参赛者们以最灿烂的笑容、最真挚
的感情、最昂扬的风貌和最嘹亮的歌声感染

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表达了丰台人民对国
家的深切热爱和对党的崇高敬意。丰台区文
化馆合唱团为大家带来了汇报展示歌曲《大
漠之夜》，通过精心布局的合唱声部、形象鲜
明的钢琴伴奏以及张弛有度的演唱展现出了
文化馆合唱团的水平。

活动最后，中国群众合唱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北京合唱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化馆
副馆长明子琪现场对参赛队伍进行了精彩
点评。

本次活动采用线上方式播出，在国家公
共文化云、北京市文化馆视频号、北京市文化
馆抖音号、北京数字文化馆App、北京数字文
化馆微博号、文旅丰台视频号、北京丰台视频
号、北京丰台App、北京丰台微博快手“丰台发

布”、抖音“丰台发布”等平台同步直播。在线
点击量近 25万。

“我的丰台 我的家”群众合唱大赛活动
充分以 2024年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歌唱
北京”为依托，于 4月份启动，坚持热在基层、
热在群众，突出互动性、参与性，增强活动的
吸引力、感染力，吸引辖区百姓广泛参与、展
示风采。

据丰台区文化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的
丰台 我的家”群众合唱大赛是区文化馆精心
打造的品牌项目。丰台区文化馆总分馆充分
联动，利用分馆阵地的辐射作用吸引了广大
合唱爱好者积极参与，有力地提高了丰台区
群众合唱的整体水平，丰富了群文活动的维
度和深度。

2024年丰台区“我的丰台 我的家”群众合唱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歌声飞扬颂祖国

决赛赛场上决赛赛场上，，选手精神抖擞选手精神抖擞，，歌声嘹亮歌声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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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街道

学院式街区治理共建对子再添新成员

本报讯（通讯员 何其梅）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玉泉营街道草桥欣园社区的棋盘广场灯光闪
烁。6月 27日，在丰台区文旅局指导下，玉泉营
街道市民文化活动中心举办“百姓大舞台”文艺
汇演，300余名居民欢聚一堂，共同欣赏这场家
门口的视听盛宴。

灯光渐亮，来自北京文华飞彩艺术团的演员
们携《踏歌起舞》活力开场，激情四溢的舞蹈瞬间
点燃现场气氛。你方唱罢我登场，民族舞、魔术、
川剧变脸、合唱、唢呐演奏等 13个风格迥异、各
具特色的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倾情投入、尽展
风采，现场掌声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

草桥欣园社区特别邀请社区文艺骨干团体加
入，为这场文艺汇演增添更多色彩和活力。草桥
欣园文艺轻骑兵党员合唱团带来《清澈的爱只为
你》，动人歌声浸润心脾；社区小月舞蹈队则以舞蹈
《亲吻祖国》彰显爱国情怀，灵动舞姿光芒闪耀。

表演过程中，演员不时与现场观众进行互
动，小朋友们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主动上
台与演员同演。台下的居民们也被这欢乐的氛
围所感染，随着节奏一起摇摆、歌唱，共同点燃玉
泉营的夏夜风情。“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在家门口
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真是太好了！”居民李大爷
笑着和身边的老邻居说道。

“百姓大舞台”文艺惠民演出丰富了辖区居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
离。接下来，玉泉营街道将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
向，以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搭建优质服
务平台，不断汇聚优秀文化资源，聚力创建辖区
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玉泉营“百姓大舞台”
点燃夏夜

“我们以玉泉营街道的纪家庙村为地理依
托，办一场前所未有的村Al邀请赛，为众多的
初创团队打造一个全新的创业盛会。我们将探
讨发展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整合多方资源，
加强企业与AI人才队伍交流、合作，推动AI赋
能、落实、落地。”玉泉营街道企业发展联盟常务
副会长唐西京说。

“‘村AI+邀请赛’作为‘丰台·学子回家’系
列活动之一，借人工智能之翼，为学子们提供了
一个展示才华、交流思想的平台。”丰台区人才
工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丰台区将通过创
新资源推介、优化人才政策、提升服务举措等多
项优惠政策全链条引才聚才，建强人才新高地，
让更多人才落地丰台、扎根丰台，与丰台区高质
量发展“同频共振”。

目前，大赛正持续招募中，报名截止日期为
7月 8日。来自清华、北大、北航及中国科学院
等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 20余支AI参赛队伍
已踊跃报名。有意向的参赛团队可通过“启迪
之星”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6家企业正式“入盟”
900多家企业助力产业组团发展

本次大会上，玉泉营街道企业发展联盟与北
京慧储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枫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大唐京津冀能源营销公司等多个领域的
6家企业签署入盟协议，进一步扩大街道企业发
展联盟“朋友圈”。纪家庙双创产业园与启迪大
街资产管理公司也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促进双
方在资源共享、技术转移、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深
入合作。此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创业基地正式
落户纪家庙双创园，实现产学研孵深度融合，推
动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育人联动发展。

据悉，玉泉营街道正着力以花卉产业为主
导，聚焦花卉特色提供全要素保障、全流程服务，
推动七大花卉市场集中连片上新，促进地区花卉
特色产业“提档升级”，擦亮丰台花卉金名片。同
时，立足世界花卉大观园与花乡奥莱村两个活力
中心建设，以“乐享花香，活力水岸”为愿景，不断

推进马草河公共空间改造提升项目，建造示范性
“生活+”公共空间样板，形成覆盖玉泉营街道全
部马草河沿岸的大尺度绿化空间。

“目前，街道辖区有商务楼宇 11家、产业园
5家，累计 900多家企业入驻，其中包括 24家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及 2家专精特新企业。今年 1
月至 5月，实现区级税收 2.13亿元，新注册企业
205家，其中注册资金 1000万以上的 13家。”玉
泉营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特别是今年，
北京市民营企业科创中心落户玉泉营丰汇中
心，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科创新活力，符合条件
的入驻企业可享受房租减免、投融资对接、人才
公寓保障、政务服务等全方位支持。”

“近年来，玉泉营街道以发展伙伴计划为抓
手，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立足服务企业，积极
搭建平台，统筹区域资源，通过开展培训、讲座、
调研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促进企业间资源共享与
联动发展，推动科技、金融赋能实体产业，助力
打响‘丰台服务’营商环境品牌。”玉泉营街道相
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通讯员 孙旭）6月
26 日，丰台区残疾人插花花艺
师职业技能竞赛在中国插花艺
术博物馆顺利完赛。此次竞赛
共有 42 名残疾人报名参赛，选
手们在赛场上展现技能、历练能
力、交流技艺、超越自我。

此次竞赛是北京市第六届
职业技能大赛的插花花艺师初
赛项目，也是丰台区残疾人职业
技能系列竞赛的第二场比赛。
该系列竞赛设有保健按摩师、插
花花艺师、室内摄影 3个技能竞
赛项目，其中插花花艺师和保健
按摩师 2 个竞赛项目被纳入到
北京市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

6月 21日，在北京市成人按
摩学校组织举办了保健按摩师
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后期还将
举办残疾人室内摄影竞赛。通
过竞赛，达到了以赛促训的目
标，选拔储备了残疾人技能人
才，推进了残疾人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为残疾人就业扩容提质，
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残疾人朋友自强不息、奋进拼
搏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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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融合实体经济 助推高质量发展
学子回家丰台·（上接01版） 丰台区“学子回家”·首届“村AI+邀请赛”正式启动

五大功能组团功能型党支部建设方案在首经贸发布

本报讯 6 月 27 日，由北京关
爱未来母婴服务发展中心主办，北
京嘉禾国际母婴护理中心承办的
中华传统月子文化传承保护利用
工程之“中华传统月子文化特展”
在北京嘉禾国际母婴护理中心
Young展厅正式揭幕。

本次展览通过对自先秦至近
现代时期的月子文化的寻根溯源
和深度探访，从探源、挖掘、保护、
传承、利用、创新、发展七个角度全
方位、多维度地展示传统月子文
化。此展不仅回顾了中华民族优
良家风和生育文化礼仪的时代变
迁，而且表达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对
生命的尊重，特别是对于新生命的
美好祈愿。

北京关爱未来母婴服务发展
中心主任王海波在揭幕仪式中介
绍，本次月子文化特展是中华传统
月子文化传承保护利用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此展的目的就是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赋予中
华传统文化全新的内涵，在母婴照
护服务行业高质前行的新时期赋
能行业创新发展并铸就文化自信。

据本次活动的策展人刘腾跃、
王立新介绍，《礼记·内则》中的“妻
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夫使人日
再问之，作而自问之，妻不敢见，使
姆衣服而对，至于子生，夫复使人
日再问之”是对于坐月子习俗的最
早文字记载。坐月子源于古代养
生观念，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
个重要习俗，不仅是为了产妇的身
体健康恢复，也涉及家庭关系和女
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本次展览涵
盖了中国各时期、各民族的“习俗
确立”“产妇的休养”“新生儿的养育”“月子习俗
与信仰”以及“传统医院与月子文化”等内容，以
文字结合图片的形式解读中国传统家庭的文明
发展历程。“以文字弘扬非遗，以图片演绎主题，
以故事传承文化”是此展的最大特点。两位策展
人表示，坐月子作为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民间
极受重视的传统习俗，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有
必要从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给予充
分的认识、保护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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