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袁阳）“一进屋满满
都是回忆，来这里吃饭更温馨了！”近
日，焕然一新的长辛店街道建设里养老
驿站“老有口福”主题餐厅内，老街坊们
的赞叹伴着饭菜香弥漫开来。这家以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复古风情为特色
的餐厅，正将老年助餐这件“关键小
事”，烹制成千家万户共享的“民生大
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长辛店
街道不仅为辖区老人打造了沉浸式怀
旧就餐空间，更邀请他们深度参与菜单
定制，并围绕“老有+”品牌构建集健
康、欢乐、作为于一体的养老生态圈。

沉浸式怀旧空间重现旧日温情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步入养老驿站“老有口福”主题餐厅，邓
丽君《我只在乎你》的经典旋律萦绕耳
畔。红格子桌布、红色折叠椅、印有老
场景照片的墙纸，瞬间勾勒出鲜明的二
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图景。

餐厅为何打造“怀旧风”？建设里
养老驿站工作人员冯淑霞道出初衷：
“目前，建设里养老驿站由北京康润嘉
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连锁运营。我们
结合长辛店街道时事热点、地区特色
及文化内核，以‘老有口福’为主题，重
新定位了餐厅。在3月 24日的首次
‘老友议事会’上，老人们的建议成为
此次焕新的重要依据。我们及时调整
改进，既精准满足辖区居民的需求，又
能区别于其他驿站、凸显地区特色，更
能让老年人倍感亲切。”
“这是我捐的三棱尺，过去我们是

用铅笔一笔一笔地画，现在是电脑画，
这些东西虽然现在不用了，但看着它
回忆过去感觉心里热乎乎的。”范嘉倬
老人看着展品感慨道。暖壶、搪瓷脸
盆、长城图案月饼盒、老式转笔刀……
居民捐赠的老物件在餐厅内诉说着往
昔。“真没想到结婚时的搪瓷脸盆还能
再次发挥作用！”家住建设三里18号
楼的杨镇平女士是餐厅常客，“以前放
家里谁知道？现在打饭时大家都能看
见，特别有意义。”家里看似无用的老
物件，却在换一种方式向更多老人诉
说着关于“时光”的故事。

自5月底焕新开业，这里已成为

老街坊重温旧日烟火气的社交空间。
老人们围坐餐桌，品着大叶茶，聊聊家
常。餐厅定期举办的“年代金曲联唱”
“老物件故事会”等活动，让味觉与记
忆交织流淌。

长者定制菜单
三大时令菜品兼顾怀旧与健康

西红柿炖牛肉、土豆烧鸡块、小酥
肉烩鸡蛋、酸菜白肉……上午十点半，
餐厅内飘来阵阵饭菜的香味，老邻居
们相互结伴，排队取餐。“以前都是自
己买菜做饭，自从来餐厅买饭，既不用
担心菜买多了会烂，也不用围着灶台
转，告别了油烟。现在下楼五六分钟
就到，方便省心。”杨镇平说道。

餐厅主打三大怀旧时令招牌菜：
非遗古法慢炖，重现经典肉香的“老
有酱肉”；粗粮细作，唤醒儿时田野间
味觉记忆的“榆树钱窝窝头”；外酥里
嫩，复刻胡同邻里欢聚滋味的“老有
炸丸子”。这些菜品源自餐厅的独创
机制——“老友议事会”，邀请长者担
任“美食顾问团”，从传统节令美食到
健康饮食，让每位长者都成为餐厅的
“主人翁”。首期议题“您最想吃到的
年代菜是什么？”已启动，长者的建议
将化作下月的菜单主角，真正做到
“我的餐桌我做主”。

这家100平方米的餐厅可容纳30
位老人同时就餐。目前提供午餐，每
天供应7个菜（1全荤+3半荤+3素），
天天不重样，主食有豆包、肉龙、米饭、
馒头、花卷，并搭配每日不同的免费汤
粥，让老人们大饱口福。随着天气逐
渐变热，餐厅将根据食药同源的原理，
增加酸梅汤、绿豆汤、银耳汤等消暑汤
品。60岁以上老人持老年卡就能享
受用餐优惠。同时，餐厅还为行动不
便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老人可
以通过电话、微信订餐，工作人员按需
送餐上门。

此外，“老有口福”主题餐厅也向
全民开放，小孩、年轻人也可以来此就
餐。未来，餐厅还将陆续推出“老有健
康”低糖膳食系列和“老有欢乐”节庆
家宴礼盒系列，满足长者对健康与情
怀的双重需求。

“老有+”生态
共治助老办实事

“老有口福”绝非孤岛，而是长辛
店街道精心培育的“老有+”养老生态
圈核心一环：“老有健康”营养师定制
适老化餐单，“中医角”彰显国粹魅力，
养生理疗促健康，边吃边学养生智慧；
“老有欢乐”怀旧主题茶话会、银龄厨
艺比拼，乐享社交时光，残健融合互
助，打造共融新空间；“老有作为”开设
“银龄食光课堂”，让长者传授传统生
活技艺，实现“老有所教”。同步启动
“长辛先锋”志愿者计划，号召低龄长
者服务高龄群体，在共享美食中传递
互助温情。
“我们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社会参与、文化赋能，让辖区老年人享
受到既有文化温度又有品质保障的助

餐服务，让‘老有口福’成为长辛店养
老服务的亮丽名片。”长辛店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自今年3月起，长辛店
街道根据居民实际需求，推行“我的食
堂我做主”自治共治机制，打造长辛
“老有口福”特色助餐品牌，在吃好的
基础上，引入社区、“长辛老友会”及居
民代表参与，用古镇历史文化赋能餐
桌，提升居民参与度与满意度，打造地
区特色。

此外，“老有+”的理念正在街道各
社区开花结果。朱家坟二里变“老厂
闲置房”为“居民共享家”，将社区服务
阵地升级为聚民心、暖民心、有温度、
可感知的先丰站；朱家坟一里攻坚
15—20号楼无障碍通道改造，破解老
人出行难；朱家坟南区社区定期为高
龄独居老人上门检修，守护居家安全。

与此同时，长辛店街道正多点

发力织密助老保障网。街道与丰台
中西医结合医院合作，开展居家医
养结合试点工作，拟选取一百余名
重点老人开展居家医养结合，协调
医疗机构，上门提供居家医养服务；
继续开展特殊老年群体探访关爱服
务，建立并动态更新特殊老年群体
台账，为 1600 余名特殊老年人提供
上门探访、送诊、送药等个性化服
务，累计入户探访 1.4 万余次，开展
关心关爱服务 1.9万余次；全面建设
中医药三成社区，拟在 2 个养老驿
站建设“中医角”，设置中医科普知
识展示区，开展中药包制作、长辛老
友话药膳等活动，为老年人饮食健
康保驾护航。“未来，我们将进一步
整合地区资源，为老年人带来倍感
温馨和安心的生活体验。”长辛店街
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长辛店街道构建集健康、欢乐、作为于一体的“老有+”养老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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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口福”主题餐厅飘出“怀旧香”

丰台大学生双创争霸选拔赛启幕

本报讯（实习记者 任可馨）6月
16日，由北京演艺集团、中国木偶艺
术剧院与北京市第十二中学联合打
造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剧《我
爱北京天安门》，在北京十二中报告
厅上演，该剧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
2024年度资助项目。

演出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
幕，全体观众肃立致敬，现场氛围
庄重而热烈。剧目以北京十二中前
身——河北省宛平县简易师范学校
的真实抗战事迹为序章，艺术再现了
80年前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简师学
子”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英勇历程。
《我爱北京天安门》以“天安门”

为叙事核心，巧妙串联起六个不同时
代、不同群体的动人故事，生动诠释
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砥砺奋进的伟
大爱国精神。故事中，既有国旗守护
者郑红旗数十年如一日的忠诚坚守，

也有“中国天眼”团队以创新奏响科
技强国的时代乐章；既有“蛟龙”深潜
团队勇攀海洋科技高峰的壮举，也有
扫雷英雄以血肉之躯筑起和平屏障
的牺牲奉献。

作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主
题演出，《我爱北京天安门》深度融合
校史记忆与国家民族叙事，以沉浸式
艺术体验唤醒跨越时空的爱国情怀。
剧中传递的“以创新为帆，培根铸魂；
以赤子之心，为国育才；以艺术之名，
致敬历史、珍爱和平”的坚定信念，既
是对革命先辈的深切缅怀，也是对新
时代青少年赓续红色血脉、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深情召唤。
“91年前，北京十二中在此生根，

爱国基因自建校之初便深植血脉。
从永定河畔的琅琅书声化作抗日怒
吼，到新时代学子‘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的铿锵誓言，十二中人的爱国情、
报国志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
北京十二中教师代表在观演后评价

道，“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堂
‘可触摸的思政课’。它让红色基因
通过艺术体验融入青少年的成长血
脉。我们将继续以‘八气修身’为育
人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让红色精神在新时
代绽放芳华。”
“这是一次‘用舞台活化历史，

以艺术铸魂育人’的创新实践。”中
国木偶艺术剧院院长赵永庄表示，
“该剧作为跨界合作的成果，由中国
木偶艺术剧院专业演员与北京十二
中合唱团、舞蹈团联袂呈现，融合舞
台戏剧、合唱、舞蹈等多元艺术形
式，实现了‘校史题材+舞台艺术+
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她表示，演
出以“小切口”展现“大历史”，通过
一所学校的校史故事折射伟大的民
族精神，既是一部生动的舞台剧，更
是一堂兼具历史深度与艺术感染力
的红色思政课，为青少年美育教育
提供了创新范式。

北京十二中上演主题剧《我爱北京天安门》

“本次大赛专设的金融科技赛
道，是丰台区依托丽泽金融商务区
产业优势，加速‘金融+科技’融合
的创新实践。我们欣喜地看到，大
学生团队在金融数据分析工具、智
能决策模型等垂直领域展现出扎
实的技术沉淀与市场敏锐度。”丰
台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轨道交通赛道承办方交控科
技集团北京大象科技有限公司的
副总经理陈庆瑞用“难得的机遇”
形容此次赛事：“希望通过本次大
赛，为大学生搭建与企业、社会交
流合作的平台，让更多优秀的创新
项目和人才脱颖而出。我们将充
分发挥公司在技术、资源和市场等
方面的优势，帮助青年学子提升实
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精准滴灌
全周期护航助力项目落地

从竞技赛场到产业园区，创
业研习营开启“丰创之旅”。选拔
赛硝烟未散，赛事专属服务“创业
研习营”旋即启动，大学生们实地
参观了科技创新高地、智慧产业
园区与前沿创业企业，详细了解
丰台区产业发展现状，直观感受
区域产业特色与资源禀赋。通过
“丰创之旅”全方位了解区域政策
支持、营商服务、生态环境、产业
发展等优势，触摸区域产业脉动。
这场沉浸式体验不仅让创新创业
项目更贴近实际需求，也为校地
合作深化提供了实践支撑。

丰台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们不仅提供奖金，更构
建了从选拔到孵化的完整链条。

后续将为优质项目对接更多产业
资源、投资机构，助力项目不断发
展壮大，真正实现从创意到产业成
果的转化，进一步推动丰台区的创
新创业生态建设。”

据悉，为加速优质项目成长，
丰台区构建了全周期培育体系。
筑巢入库，将优胜项目纳入区级重
点项目库，建立动态成长档案，从
技术、市场、团队等维度精准追踪，
为后续服务奠定基础。靶向赋能，
组建由行业专家、企业高管、投资
人构成的导师团，提供“一对一”定
制辅导，覆盖商业模式、技术落地、
融资策略等全链条，破解创业资源
瓶颈。聚链融合，搭建产业对接平
台，通过专场路演、企业参访等形
式，推动项目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形成创新成果向产业价值转化的
闭环。“通过这样的三级机制，我们
将赛事选拔的创新种子，培育为服
务丰台产业发展的新生力量，让高
校智慧切实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
动能。”丰台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
责人说。

随着争霸赛的顺利推进，这
场贯穿“选拔—培育—落地”的创
新盛宴将持续升温，优胜团队将
在决赛中进一步展示创新实力，
赛事全程动态可通过“丰台·学子
回家”小程序和“丰台人社”公众
号关注。正如众多参赛选手所
说，技术需经市场淬火，创意更要
接产业地气。下一步，丰台以赛
事为纽带，将高校“最强大脑”转
化为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最
强引擎”，让更多青春创意在丰台
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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