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丰台区少年宫“你好，世
界”全球胜任力培养项目组前往长辛店这座
千年名镇，探寻鲜为人知的历史脉络，聚焦有
价值和温度的项目成果。

在前期的项目课程中，项目组成员对于
“如何体现长辛店的乡愁文化”“如何利用艺
术作品传达特殊情感”进行了思考。他们主
动提出再次前往长辛店，对“二七厂 1897科
创城”进行实地考察，希望在实地探访中寻
找艺术创作的灵感。此外，项目组成员还想
去看看长辛店地区的老物件和老照片，寻找
一些对长辛店有着深厚感情的老人家。

项目组全体师生如约走进了“二七厂
1897科创城”，仿佛回到了那个风起云涌的年
代。他们了解到，长辛店不仅是中国人自主
研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汉铁路建造工
厂的所在地，更是中国工人运动重要的发源
地之一。为了铭记这段历史，如今的“二七厂
1897科创城”在进行园区设计的时候，保留了
很多原有二七厂的重要元素。

探访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了园区内
一座座法式小楼、比利时小楼的历史故事。
这些小楼默默地见证了长辛店曾经的繁华
与变迁，它们如同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让学生们对长辛店的历史成因有了更加深
刻的理解。

随后，项目组全体师生一同前往“长辛店

民俗老物件陈列馆”，与陈列馆负责人尹喜军
进行了深度访谈。项目组成员了解到，这里
收藏的5000多件老物件均由长辛店居民无偿
捐赠，每一件都承载居民们对于长辛店这片
土地的热爱与思怀。旧时商铺的牌匾、民宅
的门牌、老式相机、闹钟、水缸……这些老物
件虽然被时光刻下了斑驳的印记，但却依然

焕发着迷人的光彩。
在陈列馆里，学生们通过触摸老物件，体

会到了乡愁文化的深厚底蕴。正如馆内的标
语所言：“民宅民风民情民俗俗俗诉历史，一
砖一瓦一景一物物物吾传承”，长辛店的历史
与文化，通过这些看似平凡却又充满故事的
老物件，得以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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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元培 通讯员 孙震）“这个
机器人太酷了，能与人对话还能和人拥抱。”一位
前来参展的小朋友兴奋地说道。近日，丰台区
中小学“科学节”在北京科学中心2号馆举办。

启动仪式上，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小学团队
展示了他们研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课程。当造
型憨态可掬的纸壳机器人识别指令并对祈年殿
做出精彩讲解，同时还能做出握手、拥抱等动作
与观众精彩互动，顿时吸引了场内的所有目
光。“团队从去年 6月开始，历时一年多开发的
机器人，已具备走路、回答问题及简单互动能
力，还具备讲解祈年殿的功能。”讲解员说道。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学校的学生们
展示了学校研发、创新中心孵化并指导的人工
智能无人机课程，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来到科技成果展会区，孩子们沉浸在课
程体验中，智能循迹小车课程、创意水果钢
琴、北斗智能骑行头盔……各式展台被围得
水泄不通。

记者被一架“水果钢琴”吸引住了目光，这
架“钢琴”用六个香蕉制作而成，一手拿着一端
的电极，一手沾水触摸香蕉，就能发出高低不同
的音符。“这是利用水果的导电性，将不同的水
果连接到单片机系统中，通过触摸水果即可发
出不同的音符，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种全新
的演奏方式。”丰台区劳技中心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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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自谦 通讯员 刘小煜 宋
琳琳）“友善用脑”课堂教学模式、人工智能落地
校园场景……近日，北京市第十中学举行主题
为“守正创新铸强国伟业 立德树人谱兴校新
篇”建校75周年教育教学实践展示活动。

智创未来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新篇章

活动现场，北京市第十中学联合华为、智谱
AI、创而新科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递归
创新院联动华为、阿里巴巴等举行全球名企创
客实践基地校揭牌仪式。合作双方将推动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创新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
合，助力学校在智慧校园建设、个性化教学、教
育评价等方面实现质的飞跃。

据了解，目前开源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已
十分成熟，通过与相关企业合作，北京市第十中
学将优质的教育资源输入到大模型中进行训
练，通过算法调整，模型能以更符合学生认知规
律的方式输出知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学习

成绩较弱的学生，智能学伴能引导他们提出更
好的问题，并结合他们的资料进行提问和疏导。

“我们希望打造出老师和学生都能使用的
大模型。对老师来说是智能助教，对学生来说
是智能学伴。预计年底前数学和生物两大学科
的智能学伴将展开试运行。”北京市第十中学教
育集团校长曲兆军说。

在随后进行的“智创未来·人工智能赋能基
础教育研讨会”上，多位教育专家和从业者围绕

“人工智能如何推动基础教育的创新发展”展开
了深入探讨。

深化课堂改革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使用《哈利波特与密室》片段进行多模态教
学、通过多层次朗读和思维导图展现文言文魅
力、结合AI模拟直观展现复杂生物知识……在
教学展示环节，北京十中的教师们通过巧妙的
课程设计，展示了“友善用脑”模式和“人工智能
助力课堂”的教学理念。

北京市第十中学初一年级数学教师尚云龙
的数学课以“棋盘中的数学问题”为主题，巧妙利
用棋盘，激发学生在平面内确定点位置的思考。

“这种形式的数学课很有意思，让我自己独立思
考的时间更多了，可以让自己的思维更有逻辑
性。”北京市第十中学初一年级学生王湉说。

除了教学展示，活动现场各个社团表演了
中国鼓、合唱、民族舞、现代舞、武术、歌伴舞、朗
诵等节目，展示了北京十中丰富的课程体系和
特色校本课程。

“我们在抓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家国情怀的
同时，也希望让他们更有创造性。学生要有自
己的观点，要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最重要的
是能提出好问题。”曲兆军表示，学校以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理念培育每一个孩子，在通用人工
智能技术跃阶发展、指数迭代、智能涌现的时代
背景下，学校将在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学科智能
学伴和智能助教、跨学科跨学段的中国版人工
智能教育大模型这三个方面加大研究与探索力
度，打造教育教学应用新场景，进一步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

北京十中举办建校75周年活动 与华为、阿里巴巴等联动——

AI赋能教育教学 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
野战军五纵正在辽宁省义县休整，此时接到要部
队秘密入关的电报，五纵司令员万毅、政委刘西
元、副司令员吴瑞林坚决听从命令。五纵奉命十
天急行军，于12月3日到达三河县，12月11日到
达怀柔，与萧劲光司令员率领的东野三纵会师。
萧劲光对吴瑞林讲：“攻打南口，切断平张敌军联
系，切断傅作义西逃的艰巨任务由你去完成了。”
12月13日准备攻打万寿山时，中共中央华北局
城工部部长刘仁来到五纵，传达了聂荣臻司令员
对攻打丰台的指示：你们占领南口以后，要大踏
步前进，扯破敌人北平防线，抢占丰台。

吴瑞林琢磨着领导的指示，要我们抛开干
扰，急行军，抢占丰台。关键是这个抢字，要早
日占领丰台。丰台是军事战略要地、铁路枢纽，
占领了丰台就卡住了傅作义的脖子，堵死了他
逃跑的后路。

丰台为平原之地，易攻难守。傅作义驻丰
台的部队是他的嫡系，有郭景云的三十五军和
李士林的一〇一军。国民党军队兵力多，美械
装备；我军兵力少，武器差，但作战意志坚定，团
结一致，协同作战，有优势。当时郭景云的三十
五军，因驰援张家口、新保安离开丰台，造成丰
台兵力减弱。郭景云于 1948 年在河北新保安
兵败自杀身亡。

五纵一二四师、一二五师为先头部队并肩
前进，一二六师、一五五师为第二梯队，持续跟
进。14日早7时到达沙窝，在岳各庄抓到一〇
一军一个营长，摸清了丰台驻军情况。上午10
时，我军在大井遭到敌人猛烈炮火攻击，伤亡
770余人，三十七团政委张同新光荣牺牲，三十
八团团长翟秉涛重伤，营以下干部 60 余人伤
亡。17时毙敌200多人，俘虏62人，占领丰台火
车站和东、西仓库。一二四师占领了丰台！一
二五师于14日6时许在大瓦窑附近遇到一股敌
军，俘敌 300 多人。宛平县保安团 400 多人投
降，一二五师迅速占领宛平城。

中央军委祝贺五纵抢占了丰台，并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丰台！”

傅作义不甘心失败，企图夺回丰台，组织了
三次反攻。15日7时许国民党七个师兵力由坦克
引导，从复兴门、西便门、广安门出动，向我军一二
六师和一二四师阵地进攻。经过交战，我军毙伤
敌军千余人。16日后敌军又组织两次反攻，均告
失败。傅作义经过被围困、与解放军谈判，为保护
北平文化古迹，只有和平解放一条光明大道。傅
作义对其军官采取了明智办法，公开表示留去自
愿，对愿回南京的派一架飞机送回去。

攻打丰台的先遣队，在吴瑞林的指挥下，有
三个师将丰台周围的岳各庄、大井、周庄子、樊
家村等连同丰台一起武装解放，我军守住了丰
台。丰台之战共歼敌 8071 人，改编一〇一军
8000人；缴获坦克117辆，装甲车24辆，火车头
45个，火车皮501节，各种炮75门，机枪225挺，
步枪2000余支，丰台东仓库、西仓库（军需军械
仓库5座，内有美式卡宾枪7万余支)，炮弹2万
余发，枪弹 30 万发，汽车 100 余辆以及大量粮
食、被服等。解放军占领丰台为保护北平，切断
了敌军北平与天津的联系，彻底截断了傅作义
西退的路线，使龟缩在城里的25万国民党军队
成了瓮中之鳖，从而加速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12月15日，五纵指挥部驻丰台镇附近的看
丹村，聂荣臻代表前指和华北野战军对五纵进
行了慰问，带来了葡萄和葡萄酒，都分给下属部
队。东北野战军罗荣桓政委也对五纵进行了慰
问，肯定了五纵取得的成绩。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东北野战军
和华北野战军共90万大军实现了对北平的合
围。五纵在城外从城墙至卢沟桥设置了四道防
线。实现合围，就是围城，也叫困城，围而不打。
和平改编，是光明大道；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文/高世良）

抢占丰台！守住丰台!

（上接01版）

跟着科学节
“嗨”起来

活动现场一片热闹，业主喜气洋洋地参观
着自家新房，触摸门框、检查墙体，细致入微地
检验新房的每个细节，对户型布局、工程工艺以
及居住环境进行了全方位体验，业主们连连称
赞。工作人员全程耐心详尽地介绍楼栋及户型
情况，解答业主的疑问，让业主们能够更加全
面、直观地了解新房的建设情况。

“真的，太敞亮了！我们终于盼到了自个儿
的新房，房子格局、品质都不错！”业主陈叔叔开

心地说道，“走进自家的新房心情非常激动，曾
经一家三口挤在18平方米的房子四十多年，我
闺女今年都42岁了，如今国家尽可能地为我们
改善居住环境，这就是满满的获得感！”

“终于实现了人生梦想！以前一家四口在47
平方米的单位宿舍，一住就是41年，挨着河边，经
常受到蚊蝇的困扰，雨天连出门都是问题。”业主
田阿姨兴奋地说道，新房户型满意，小区绿化率
也满意，看着自家新房真的心里暖暖的。

据悉，该项目结合大红门一期棚改项目内
居民家庭人口结构和年龄等需求，从居室配比、
户型、区域户内配置等进行量身打造；通过“样
板引路、样板先行”方式，不断优化细部节点，反
复打磨装修方案，同时因区域自身优势，使项目
具备高比例的绿化覆盖，最大限度提升居民的
宜居舒适度。久敬庄路南侧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项目如期完工，棚改居民将乔迁新居，此项目将
对大红门一期棚改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久敬庄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迎来“业主开放日”
（上接01版）

孩子们触摸老物件体会乡愁文化底蕴孩子们触摸老物件体会乡愁文化底蕴。。

讲解员为同学们介绍长辛店历史讲解员为同学们介绍长辛店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