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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帮扶架桥梁 林西好物走进北京
本报讯（记者 付善元）消费帮扶，一头连着

林西，一头连着北京及其辐射带动的广阔市
场。在京蒙协作的推动下，越来越多来自林西
县的农特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展销会等形式跨
越千山万水，走进了京津冀的千家万户。

电商经济推动林西好物走出去

早上 9点，伊蒙沁电子商务公司已经忙碌
了起来。分拣、打包、装箱、发货，工作人员熟练
地操作着，工作间里干劲儿十足。“每天都挺忙
的，早上接到订单，然后立刻安排打包发货。”工
作人员一刻不停，打包的胶带声此起彼伏，一箱
箱货物从林西运往京津冀各地。

在伊蒙沁的展示厅，记者看到货架上农特
产品琳琅满目，五谷杂粮、特色面粉、干果等应
有尽有。每一种产品包装都很简洁，详细标注
着产地，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冷冻牛羊肉是最
受欢迎的产品，很多消费者重复购买，其他一些
有特色的，例如鸡蛋、山果、饮料的需求量也非
常大。”伊蒙沁相关负责人介绍，伊蒙沁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0月，是一家集电子
商务、社区电商、直播电商、物流仓储、电商培训
于一体的电商科技公司。公司采用“电商企
业+合作社+种植基地”为主的运营模式，在 13
家电商平台开设商城，农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客户人群30余万。

伊蒙沁是林西县电商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
生动缩影。近年来，林西县在京蒙协作推动下，
积极发展电商经济，通过政策优惠、技术培训等
措施，鼓励更多农户和企业参与到电商销售中
来。通过“互联网+”模式，越来越多的林西好
物借助电商平台走出大山，走进北京及其周边
的广阔市场，从田间地头到城市家庭，实现了消
费帮扶美好愿景。

为了进一步扩大销售渠道，林西县还与多
个知名电商平台签订了合作协议，开设了“林西
特产专区”，为林西的农特产品提供更多的展示
和销售机会。“电商经济不仅帮助我们把产品卖
出去了，还帮助我们提升了品牌价值，让更多人
认识了林西的优质农产品。”伊蒙沁负责人表示。

丰台推介会把林西好物引进来

前不久，北京展览馆“赤峰好物进北京”活
动迎来林西县专场推介会，天拜山饮品、西拉苏
木酸菜芥肉、林西大煎饼、老乐牛肉干等一大批
绿色食品吸引了众多消费者购买。

“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赤峰好物进北京’
活动，去年的老顾客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就来
回购了。”林西县米丰食品厂摊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他们推出的富硒小米煎饼在活动中广受好
评，有不少市民回购。“销售状况很好，对我们企
业来说是一个宣传推广的好机会，也可以让林

西特色美食端上北京市民的餐桌，很高兴。”负
责人说道。

丰台区与林西县积极衔接沟通，加深京蒙
协作，深入挖掘林西县特色产业资源，培育壮大
特色优势产业。通过引导企业投资、共建产业
园区、援建车间、开展消费帮扶等不同方式引来

“源头活水”。尤其在消费帮扶领域，丰台通过
“双创中心”消费帮扶平台，有力推动林西县佰
惠生、天拜山等本地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林西、走
向更广阔的市场。今年7月，丰台举行“首驿林
西展风采·产业融合丰台行”——林西县融入京
津冀协同发展促进周活动。活动现场，北京伊
清源清真食品有限公司和方庄购物中心消费帮
扶中心与林西县人民政府举行了采购签约仪
式。7月份活动中，丰台与农畜产品、餐饮、销
售等多个领域的60多家企业达成意向17项，协
议金额5000余万元，现场农畜产品销售额超过
200万元。

在丰台区对口协作支援下，林西县积极推
动农产品产业链的完善和品牌打造，从源头赋
能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消费帮扶让我们看到
了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林西县相关负责人表
示，“京蒙协作让更多的林西好物走向了更广阔
的市场，让林西农特产品被更多人熟知。我们
将继续努力，在消费帮扶的道路上深耕特色产
业，做好优质产品，把更多的绿色好物带给消费
者，也带领更多农户增收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 王楷乔）金秋时节，丰台
区第六届“社区邻里节”在青塔街道珠江峰景
西区举办，本届邻里节丰台主会场活动首次
设在居民家门口，并对“丰台好邻居”代表进
行了表彰。活动全程实现线上同步直播，在
万家灯火中共享丰台邻里视听盛宴。

自 2024年社区邻里节举办以来，青塔街
道各社区都积极参与，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活动。从趣味运动会到亲子游园
会，从跳蚤市场到文艺汇演，从为老服务到志
愿宣传，每一项活动都充满了欢声笑语，让居
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到了邻里之间
的温暖与关怀。本次活动中，各社区围绕“睦
邻·乐居·我在丰台很精彩”的主题积极创新，
不断探索活动新形式。有的社区举办了“儿
童跳蚤市场”，孩子们纷纷设置小摊位转让闲
置物品，以“小手牵大手”为邻里节增添了一

抹纯真的童趣和欢乐的氛围；有的社区开展
了“呵护银发”系列活动，为辖区的老年人提
供爱心义诊、健康咨询、便民理发、关爱慰问
等，以多种暖心举措带来贴心、实用的服务，
为老年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关怀与帮助，不断
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社区整体
氛围更加温馨、融洽。同时，社区在邻里节中
还专门设置了垃圾分类、创城等宣传环节，通
过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垃圾分类模型、做互动
小游戏等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居民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环保意识和文明
素养。

除了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青塔街道还
借此机会持续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为
构建共治共享社区新格局提供了良好的思路
和实践经验。此次邻里节融入了许多由居民
自发组织和参与的活动，他们不仅运用自己

的特长为居民提供服务，也以身作则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擅长篆刻的居民在邻里节
现场为大家免费篆刻生肖及姓名章，宣传篆
刻知识；擅长文艺的爱好者们在舞台上挥洒
汗水、绽放光芒；擅长书画的大朋友与小朋友
们挥毫泼墨，带来一幅幅精美作品。在活动
场地中，还活跃着志愿者身影，他们维护秩
序、指引道路，红袖标、蓝马甲成为一道亮丽
风景线。

社区邻里节系列活动已经成为社区居民
喜闻乐见的文化盛宴，对促进社区和谐、提升
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意义。活动成效显
著，不仅增强了邻里间的互动与交流，还激发
了居民的归属感与参与的热情。

下一步，青塔街道也将继续探索和创新
社区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为居民们提供更多
元化、更高质量的社区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李彤姝）清华大学和义街
道初心服务站学生代表受邀参加丰台区“乐动
丰彩·归家启航”海内外学子彩灯音乐会；和义
街道应邀参加 2024年清华大学“学思践悟，挺
膺担当”学生社会实践年会暨校地携手共建社
会大课堂主题论坛，会上，清华大学教师代表为
和义街道初心服务站揭牌……近期，和义“清”
年的身影在一系列活动中频频出现，体现了和
义街道在推动人才工作发展和探索基层社会治
理模式的坚定决心和实施成效。

“通过参加活动，同学们不仅了解到基层的
实际情况和治理模式，也深切感受到了丰台区
在推动人才发展上的热情，真切体会到如同‘回
家’般的温暖与归属感。”清华大学和义街道初
心服务站学生站长姜智凯在丰台区海内外学子
彩灯音乐会上表示，未来，初心服务团将进一步
推动“学子回家”系列成果转化落地，精准对接
丰台发展需求，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

近年来，和义街道积极践行“大人才观”，深

入推进“学子回家”行动、“创智和义”人才计划，
与清华、北航、北林、首经贸、北工商等七所高校
建立共建关系，同时深度挖掘各行业各领域各
类型人才，强化政校企人才合作，构建产才融合
格局，助推地区高质量发展。

2023年，清华大学初心服务团正式在丰台
和义街道建站，作为目前在北京市唯一一个初心
服务站，已有数批清华学子借此契机参与到丰台

“学子回家”活动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今年，和义街道在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
学院共建基础上，又与法学院探索建立了合作关
系，联合成立“善治和义”社会治理法学创新平台
暨校地调解工作站，已形成近期、中期、长期工作
方案，正在合力探索如何更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此外，和义街道也着力搭建“服务+实习+实
践”多元平台，为政校企人才合作共赢提出具体
实施路径。联合清华开展初心服务暑期实践“影

子实习”，学生全程见习基层“一把手”工作内容，
传承“四下基层”，总结形成多份高质量调研“微
提案”，开发和小智AI智能问答助手微信小程
序，亲身参与到老旧废弃墙体美化的设计和彩
绘；支持北航宇航学院深度参与天兵科技“北京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构建“企业出题-大学生答
题-企业阅卷”模式；邀请中国农大、北工商、北
联合等食品专业强势高校加入丰台区未来食品
产业联盟，协助辖区首农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园引
入新食品科技关键技术，为加快形成系列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打下基础；聘请北航、中国农大、哈工
大等高校的专家教授到辖区重点企业担任“科技
副总”，推动企业与学校建立多层次合作关系，为
企业创新发展服务，整体提升企业的科研实力。

和义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将始终坚
持党管人才、服务人才，持续打磨“创智和义”人
才工作品牌，用好“人才+治理”策略，发挥高校
共建优势，搭建多元平台，筑牢人才堡垒，最大
化发挥人才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潜能和作用。

积极践行“大人才观”深化与清华北航等7所高校共建

解锁基层社会治理的“初心密码”

2024年社区邻里节落幕

万家灯火中共享邻里视听盛宴
青塔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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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京首个数字人民币测
试应用场景落地丽泽金融商务
区，数字人民币应用正逐渐走进
百姓生活。如今在丰台区的园博
园、世界花卉大观园、世界公园、
汽车博物馆等旅游景点，丽泽天
街、花乡奥莱、方庄购物中心等消
费场景，均可用数字人民币进行
购物、消费。数据显示，目前丰台
区六大行合计开通对公钱包超过
4万个，个人钱包近 80万个，应用
场景超 6000个。但数字人民币的
普及还处于过渡时期，应用场景
仍需深化、支付习惯仍需培养、生
态建设仍需培育。丰台区应以数
字人民币的“开枝散叶”为契机，
推动数字人民币区域生态以及数
字金融产业创新高地的建设，在
数字经济金融领域“争当表率、争
作示范、走在前列”。

【建议】

战略引领，抢占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新高地。意识到数字人民
币带来的数字金融产业发展，意
识到数字人民币带来的转型契
机，意识到数字人民币带来的制
度红利。北京正在积极建设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全球数字经
济标杆城市。

基建先行，加快数字场景全覆
盖。信息化基础设施是数字人民
币场景推广的基础，是有效弥合数
字支付鸿沟、加快试点场景深化的
必要条件。支持中国人民银行数
字货币研究所加强技术研发投入，
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应用场
景建设，提高对称、非对称密码算
法、认证和加密等数字货币关键密
码技术研发能力，支持数字货币及
相关底层平台软硬件系统的架构
设计和开发。加快数字人民币流通层支付
终端硬件改造，丰富支付应用场景。打造
区级数字人民币区域交互体系。依托中关
村丰台园、北京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丽泽
金融商务区、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等数
字经济产业园区，进一步瞄准其背后的数
字产业资源，建设区级数字人民币区域信
息平台，强化产业链上中下游数据信息的
采集、传递和共享。

产业赋能，打造现代化数字经济产业体
系。优化传统金融产业，稳固数字经济基
础。融合特色产业，加强数字经济建设。创
新区域招商引育，建立数字产业品牌。

人才培育，激发数字产业新动力。关
注ICT人才基础建设。加大数字人才补贴
力度。加快数字人才生态建设。

生态全塑，深耕数字丰台新生活。数
字货币支付安全层面，关注安全技术和监
管技术的研发。以信息安全为核心，鼓励本
域信息研发公司进行数字货币信息产品与
服务的研发，包括密码学、身份认证、安全存
储等多项技术。引进和培育数字安全监管
公司，加强数字人民币产品的监管与知识产
权保护。银行IT服务层面，关注软件开发、
服务创新和系统集成的开发。金融机构应
加强与科技公司的协同合作，提升其IT解决
方案、信息化系统服务等业务质效，也为相
关金融科技企业提供新的业务机会。钱包
及支付技术和传统支付改造层面，关注多主
体应用场景的开发。C端为本。强化C端
客户应用场景，加大数字人民币钱包市场份
额，逐步打通数字人民币与银行对接账户通
道，实现成熟场景广泛覆盖。落地一批丰台
特色应用场景，促进商旅文体与衣食住行的
深度融合，比如旅游民宿、智慧菜场、特色商
圈等。B端为核。随着数字人民币B端场景
的逐步嵌入，优先开立区域龙头企业和特色
产业的数字人民币账户。G端为辅。政府
联动数字产业链端，进一步促进B端和C端
数字人民币场景开发效益。服务自身政务
治理现代化，服务多端应用场景构建，服务
跨区域联动场景构建。 （邱群思 刘建宾）

和义街道

民族舞表演热情如火民族舞表演热情如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