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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石洋） “快看！那只鸟翅
膀上的金属光泽像穿了铠甲！”近日，丰台区园
林绿化局工作人员在云岗森林公园开展野生
动物监测工作时，惊喜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黑鹳在公园上空盘旋的珍贵画面。这种
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的珍稀鸟类刷新了丰台
生物多样性记录，也印证了区域生态环境持续
向好。

黑鹳堪称自然界最挑剔的“环境测评师”，
通常选择在水质清澈、食物丰富、生态环境原
始的区域活动。这种全球仅 3000余只的珍稀
鸟类，成年个体体长可达 1米，通体羽毛在阳
光下会折射出紫蓝色金属光泽，因数量比大熊
猫还稀少，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
种红色名录》。此次黑鹳在云岗森林公园上空
盘旋，足以证明这里的生态系统已达到“优等
生”水平。

此前，云岗森林公园还监测到白鹭、日本
松雀鹰等珍稀鸟类。

近年来，丰台区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
力度，通过增加城市绿地、改善水环境、加强野
生动物保护等一系列措施，生物多样性得到了
有效提升。目前观测显示，红隼、大鹗、白鹭、
崖沙燕等珍稀鸟类已在丰台频繁现身，成为生
态改善的鲜活注脚。

构建多维生态系统，夯实保护基底。丰
台建成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万亩湿地景观，打
造永定河畔 13公里亲水绿道，串联森林、湿
地、草地三大生态系统，为野生动物营造多元
栖息环境。

打造观鸟平台网络，搭建人鸟桥梁。以永

定河湿地东岸、北宫国家森林公园等为重点，
构建“一带、三园、多点”观鸟平台。绿堤郊野
公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北宫国家森林公园
挂牌成为观鸟点，沿岸设置观鸟生态科普栈
道，配备高倍望远镜、鸟类鸣声播放器等设施，
还串联五大公园绘制观鸟地图，形成“城市观
鸟走廊”。

完善监测救助体系，筑牢保护防线。采取
“监测站点＋专项监测”模式，开展陆生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监测。成立中心城区首个野生动
物救助站，已救助动物近千只。如今，丰台区
通过湿地监测到鸟类从 2022年的 141种增至
215种，涨幅达 52%！

当黑鹳的翅膀掠过钢筋水泥的城市天际
线，我们忽然读懂：最好的生态保护从来不是
将自然圈进围墙，而是让城市学会与万物共
生，此刻的云岗森林公园书写着人与自然最动
人的和谐故事。

珍稀黑鹳惊现云岗森林公园

近年来，丰台区加快落实教
育“强基工程”，不断完善教育发
展的支持机制，以中小学生艺术
展演等美育浸润活动为载体，组
织艺术节合唱展演，将美术实践
课延展到城乡社区，以“美育浸
润生活”推进学校美育浸润行
动，进而提升全员美育意识和美
育素养。由于丰台区义务教育
学校的办学条件差异大，美育课
程完课率仍然缺乏保障，“被边
缘化”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性转
变，主要表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美
育教育与学科教学的差别，特别
是优质校与普通校在美育教育
资源、教学内容和方式，以及学
生参与度和兴趣等方面的差异
上，如场地和设施设备的严重不
足、美育师资和能力的相对缺
乏、社会和家庭资源整合不充
分，“私教化”倾向明显，影响了
美育教育公平。

建议

加大美育教育投入，出台美
育教育服务标准。加大对美育
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确保学校
拥有充足的美育教学资源，如购
置专业的音乐、舞蹈、美术等教
学器材，建设标准化的美育专用
教室、演出厅，为美育课程的开
展提供物质保障。明确各级各
类学校美育教育的服务规范，根
据学校规模、学生人数及课程需
求，制定具体的服务原则、内容、
流程和评估事项，规范和指导中
小学校组织开展相关活动，提高
美育课程实际效果。设立专项
基金，用于支持薄弱学校、乡村
地区学校的美育教育发展，缩小城乡、区
域和学校之间的美育硬件和师资差距。

开发推广美育校本课程，合理利用地
区资源。鼓励学校合理利用现有场地，如
多功能教室、体育馆等，开展美育展示活
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合理安排美育教
学时间和场地。通过课程优化和课时调
整，确保美育课程能够得到充分的教学时
间，开足开齐国家课程，积极开发和推广校
本课程。加大对乡村地区美育资源的倾斜
力度，重视教育薄弱地区中小学校美育师
资培养情况，充分挖掘和利用乡土美育资
源，结合本地特色文化来弥补不足，使区域
美育发展持续保持活力。

明确美育教师配置要求，拓宽美育师
资来源。明确各级各类学校美育教师配
备要求，制定美育教师编制规划，合理核
定并适时调整美育教师编制，确保学校美
育教师编制到位。加强对美育教师的定
期培训和考核机制，鼓励教师参加各种形
式的进修和学习，将美育教育贯穿于各学
科领域。建立美育教师交流平台，定期举
办教学观摩、公开课展示、教学研讨等活
动，分享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增强美育
教师身份认同感。建立健全专兼职教师
管理制度，选择符合条件的校外专家、艺
术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担任兼职
美育教师，或者探索艺术家驻校、工作坊
等形式，进一步扩大美育教师的来源。

加大社会化协作力度，让教育成果走
进社会。积极促进学校之间的资源共享与
合作，通过建立美育教师联盟、开展联合教
研、组织校际交流活动等方式，推动学校之
间的互相学习和共同进步。加强与各类艺
术团体、博物馆、美术馆等机构建立合作关
系，引导学校与社会艺术机构、艺术家等社
会资源的合作，共享艺术资源和教育经验，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互补。深化学
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美育观念，加
强学校与社区、家庭的合作，将学校美育教
育成果引入街道社区、走入家庭，共同推动
美育教育的发展，形成全社会关注和支持
美育教育的良好氛围。

（致公党丰台区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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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丰台之美

园博园永定塔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日前，记者从丰台区
商务局了解到，5月 24日至 25日，“丰台区首届
青海玉树消费帮扶产品进京展销会暨丰台区首
个沉浸式玉树文化体验展”在五里店街道的北
粮国际体育小镇成功举办。目前，北粮国际体
育小镇正以“全民健康”为底色，绘制“运动有活
力、文化有温度、消费有新意”的城市生活新图
景，开启商文旅体融合消费新场景。

走进北粮国际体育小镇中央广场，牦牛雕
塑与经幡装置构筑起海拔 4000米的视觉意象，
游客扫码即可聆听藏民讲述三江源生态故事。
“我们提取了玉树的冰川蓝、格桑花色与牦牛图
腾，用AR技术让唐卡‘动’起来，让草场‘搬’进
城市，实现‘身体在球场挥汗，心灵在高原放牧’
的跨界体验。”活动负责人透露。

活动现场，41米长的玉树影像长卷在由老
旧库房蜕变而成的网球场上空铺展，藏式民谣
与京剧唱腔在 70亩运动空间的胡同剪影间交
织，“高原对话京城”活动在此拉开帷幕。北粮
国际体育小镇这座入选“2024年第一批全民健
康典型案例”的运动休闲园区，5月 24日以“消
费帮扶+文化体验”双主题活动为契机，展现
了从工业遗存到“全龄段运动生态圈”的蝶变

密码。
“打完网球能体验藏式编绳，赢的积分还能

换牦牛肉干，这种‘运动+文化+消费’的模式太
新鲜了！”市民李先生的感受道出了活动的创新
内核——这座“全民健康典型案例”的运动休闲
园区，正通过“体育消费+文化体验+帮扶购物”
的叠加模式，让游客在挥拍、骑行之余，既能带
走牦牛肉、藏香等高原特产，又能带走唐卡绘
制、藏棋对弈等文化记忆。现场数据显示，开展
首日超 3000人次参与互动，体育场馆预约量同
比增长 45%，初步显现“文化引流—体育留客—
消费变现”的闭环效应。

记者了解到，北粮国际体育小镇正依托“全
民健康”示范优势，规划“体育+非遗”“运动+市
集”等系列 IP，羽毛球馆将定期举办宋潮投壶、
射箭体验，篮球馆可变身蒙古族搏克竞技场，连
网球场休息区都将常设北京风筝制作、景泰蓝
点蓝等非遗工坊。
“这种‘专业场馆+文化客厅’的运营思路，

既保留了国家体育总局认证的‘全民健康’专业
属性，又通过文化赋能吸引多元客群——亲子
家庭可在平衡车训练后体验藏式扎染，运动达
人能在游泳后参与唐卡临摹，文艺青年则可在

匹克球场边的经幡装置前打卡拍照。”北粮国际
体育小镇负责人告诉记者。

作为北京市城市更新的典范项目，北粮国
际体育小镇前身为闲置工业库房，经北京鑫合
汇体育发展公司联合改造后，化身涵盖羽毛球、
篮球、游泳、网球、匹克球、真人CS竞技、平衡车
训练中心等多元场馆的“运动乌托邦”。
“我们保留了库房的高挑空结构，将其改造

成专业羽毛球馆；利用露天场地规划了可承接
国际赛事的网球场，同时特别设置了儿童平衡
车赛道与青少年CS营地。”小镇负责人介绍，从
3岁幼童到 60岁长者，均可在此找到适配的运动
场景，日均接待量峰值已突破 2000人次。

这个夏天，不妨来这座 70亩的“全龄运动乐
园”——让孩子在平衡车道上追逐风，让自己在
网球场上挥别压力，让全家在藏域文化装置前
定格笑容，解锁“运动+远方”的双重治愈。
“北粮国际体育小镇的实践为‘城市更新+

消费升级’提供了样本——老旧空间经体育赋
能重焕生机，再以文化体验延伸消费场景，这种
‘以体塑基、以文铸魂’的模式，正在激活城市西
部的‘运动+生活’新中心。”丰台区商务局负责
人表示。

北粮国际体育小镇
开启商文旅体融合消费新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