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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元培）初冬时节，北京
市第十二中学的校园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学
术氛围。近日，十二中以“弘扬教育家精
神·实现教育过程的整体优化”为主题，举
行传承陶西平教育思想暨十二中建校 90周
年学术研讨会。此次活动以回顾与传承陶
西平先生的教育思想为基础，赓续十二中
90年的辉煌历史，同时聚焦新时代背景下
的教育改革创新之路，汇聚各方智慧与力
量，共同推动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

陶西平先生是著名教育家，20世纪 80
年代担任十二中校长。陶西平狠抓教育质
量和教师队伍建设，真抓实干，提倡改革，
敢为天下先，把十二中变成了“教育界的小
岗村”。

开幕式上，教育专家发表了主旨演讲，
对陶西平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解读。随
后，与会领导共同为陶西平创新人才学院
揭牌。随着陶西平创新人才学院的成立，
十二中在持续传承与弘扬陶西平教育思想
的同时，致力于探索并实践拔尖创新人才
的培养新途径。与此同时，丰台区也正积
极研讨新时代背景下的教育改革与创新策

略，力求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探索出
有效模式。“丰台区将以此为新的起点，不
断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
新时代教育改革创新之路。努力为推动丰
台乃至首都教育事业繁荣发展，为教育强
国建设作出积极的努力与贡献。”丰台区教
委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陶西平创新人才学院旨在整
合区域内优质的教育资源，包括课程资源、
教师资源和社会资源，开发适合不同潜能
学生的多元课程，实现从小学到高中的贯
通培养，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培养模
式。“学院还将完善科创综合实验室，为有
潜质的学生提供发展平台，为丰台区注入
新的教育动能，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十二
中科创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前，十二中品牌
艺术团以一场高水平的演出，为与会者带
来了视听双重享受的文化盛宴，展现了学
校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

十二中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发展路
径上已探索多年。学校集中培养学有余力
的学生，课程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

信息五大学科，提供从兴趣激发到专业深
入的全链条教育。同时，还引进具备课程
开发能力的教师及外聘专家，以个性化、高
质量资源支持学生发展。截至目前，十二
中共培养了 115名获得全国联赛一等奖的
学生，其中 18名学生代表北京队参加全国
决赛，共获三金、八银、七铜。

当天下午，六个教育分论坛同时启动，
近 5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教育专家、学
者及资深教育工作者围绕“聚焦实现教育
过程的整体优化，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做新时代‘大先生’”
“推进中小学整体改革，促进学生综合素养
提升”等六个教育教学领域的热点难点问
题进行了深度的研讨与交流，共同探索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路径。

“作为从十二中走出去的知名教育家，
陶西平老校长的教育理念和精神一直深深
影响着这所学校。”十二中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继续秉承陶西平老校长“追求教育过
程的整体优化”的教育理念，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促进丰台教育、首都教育乃至全国教
育的发展。

整合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 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十二中陶西平创新人才学院揭牌

社区广场舞大赛举办 舞动新风尚

本报讯（通讯员 郑一烁）近日，六
里桥街道在北京银座和谐广场举办“礼
赞新中国 舞动新风尚”社区群众广场舞
大赛。

本次活动，共有来自 13个社区的 16
支队伍参加比赛。选手们以饱满的热
情、精湛的技巧、优美的舞姿，展现了六
里桥街道居民群众的蓬勃活力和良好精
神风貌，也彰显了广场舞作为全民健身
项目的独特魅力。

在京铁家园社区舞动青春舞蹈队的
《轻吻祖国》表演中，比赛正式拉开帷幕，

一支支参赛队伍身着绚丽多彩的服装，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节奏，翩翩起舞。各
代表队参赛作品丰富多样，既有优美的
民族舞，也有活力动感的现代舞，还有身
姿曼妙的古典舞，他们的舞姿或优美轻
盈或刚劲有力。

16 支参赛队伍用这些精心编排的
广场舞作品表达对祖国母亲的深情告
白、对军旅生活的依恋不舍、对青春岁
月的珍惜怀念、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充分展现了居民群众的艺术修养，
传递出六里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现场的精彩表演吸引了众多
观众驻足观看，不时报以阵阵掌声和喝
彩声。

六里桥街道始终秉持“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的理念，深入开展了形式多样、
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未
来，街道将继续充分发挥各类资源优
势，持续开展内容丰富、群众喜闻乐见
的文化活动，丰富辖区文化活动维度、
深度、广度，不断提升广大居民群众的
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推动辖区文化建
设高质量发展。

优美的舞姿展现了群众的蓬勃活力优美的舞姿展现了群众的蓬勃活力。。

挂职干部风采（上接01版）

“该项目完成后，将会产生连锁效应。在
上游可发展农作物种植、饲料生产加工、畜禽
养殖和屠宰等产业，在下游可探索电商、文化
街区等产业，以园区为核心，加快形成种养加
循环、农工贸一体、一二三产融合的全产业链
条，对推动农业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有重要
意义。”蔺际武兴奋地介绍道。

借助“走出去、请进来”和一系列招商引
资工作，蔺际武带领当地干部研究制定了《长
子县重点产业链招商图谱》《2024年长子县数
字消费券发放工作方案》等工作方案。截至
目前，全县 1 至 9 月招商引资签约项目 188
个，签约金额总计 194.96亿元，完成全年签约
目标 208 亿元的 93.73%，有效活跃了消费市
场，扎实推进确保商务运行稳中有进。

“乡村 e镇”作为长子县利用网络销售传
播农特产品的渠道也有效拉动了全县经济增
长和物流行业发展。“大多数老百姓不太了解
直播渠道，我们就给他们培训，在各个乡镇也
建了直播间，给老百姓提供直播场景，他们有
需求便可申请直播。”蔺际武讲道。

文旅融合：
助力打造神话文化新名片

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爆火带动着人们
对其中取景地的关注，在全国 36个取景地中
长子县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崇庆寺也引得诸
多游客前来打卡，假期期间，旅游人数日均过
万人。

面对“泼天的流量”，崇庆寺所在地停车、交通、人流秩
序等问题也随之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百姓的日
常生活。面对文旅发展和百姓生活的矛盾时，蔺际武深入
走访沿街商户和百姓家中，认真听取他们的所思所想，积
极协调相关单位为百姓在景点处搭建了售卖特产、文创等
产品的展台。“路修好了，停车场规范了，百姓获益了，游客
玩得开心了，我心里也很欣慰。”蔺际武说。

拥有“炎帝桑梓”“尧王故里”“丹朱封地”“精卫之乡”
“西燕国都”“千年古县”六张名片的长子县神话文化源远
流长，文化如何走出去成为蔺际武每日思考的问题。“精卫
是最能代表长子的形象，日后我们希望可以创造出这样的
卡通形象，通过短视频、短剧等在网络传播，获得更多年轻
人关注与喜爱。”蔺际武告诉记者。

作为太行精神发源地的长子县与具有抗日战争历史
痕迹的丰台区遥相呼应，“太行精神”与“抗战精神”汇聚了
充满历史底蕴的红色基因，借此契机和渊源，蔺际武与长
子县相关部门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积极对接洽
谈，通过座谈交流达成一致，未来将携手积极赋予历史文
物新的内涵，体现传统文化新的精髓。

京长对口合作：
紧抓历史机遇 携手开拓市场

“王佐镇与长子县虽远隔千里，但地缘相通、业缘相
融。”蔺际武在谈及自己在王佐镇和长子县工作时谈道。
一个是农业大镇、一个是农业大县，借助王佐镇农文旅结
合的思想，蔺际武也将其运用到长子县发展上来。

相同的产业基础、相同的自然禀赋、相通的文化底蕴，
便捷的地理距离为两地经贸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长子县与丰台区的对口合作，从特色产业到市场品
牌，从医疗卫生到教育合作，从干部交流到人才培养，一系
列如“京数长算”绿色发展应用中心项目、长子县人民医院
京长对口合作技术协作暨人才交流项目、农业有机废物资
源化成套利用技术与模式示范项目等成果进一步推动对
口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

新发地作为北京市果蔬市场的龙头，长子县加强与新
发地对接，开通长子县到北京新发地的农产品直通车，引
进新发地市场品牌。“当时我来的时候，领导觉得我是丰台
的，新发地就坐落在丰台，就希望能进一步合作，想把新发
地品牌落在长子。”蔺际武便与长子县发改局、农业农村局
等相关部门赴北京新发地市场进行实地考察，参观了农业
大展馆、国际榴莲馆、蔬菜二区、综合交易大厅，了解市场
运营模式、管理制度以及未来发展规划，共同探讨供京蔬
菜基地建设与发展。“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7月份，
丰台区领导带领区发展改革委、新发地市场等一行走访长
子县，并签订长子县（新发地）蔬菜交易批发市场框架协
议，为下一步全面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蔺际武讲道。

“一年挂职时间很短，未来我希望能借此工作经历总
结一些对口合作的经验做法，推动对口工作突显出更多特
色和亮点。”蔺际武最后对未来工作计划和对口合作进行
了期许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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