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袁阳）80亿元授

信赋能乡村产业、70个村集体与金

融机构精准对接需求……这组数据

背后，是丰台乡村振兴的创新实践。

6月25日，“遇见丰台·众汇京彩”丰

台区“青苗培优”计划创新发布活动

现场，丰台区委农工委副书记陈虎

翼发布了2024年以来“金融副村长”

机制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丰台以“党建+金融”为引领，在

全市率先探索聘任兼职“金融副村

长”工作机制。如今已经统筹了 12

家金融机构资源，实现了“一村一

行、双向选择、全域覆盖”，向全区56

个行政村和14个已撤村的集体经济

组织选派了70位“金融副村长”，让

金融资源与农村需求精准对接。

北宫镇大灰厂村“金融副村长”

郑薇，创新建立“五个一”驻村服务

机制，即“每月固定1个驻村服务日、

建立 1个金融服务需求清单、开展 1

次金融知识普及、解决1批村民实际

困难、形成1份服务总结报告”，累计

提供金融咨询200余人次，组建“金

融延伸服务小分队”，上门服务行动

不便村民20余次，用专业和爱心守

护着800余名村民的“钱袋子”。六

里桥村“金融副村长”门晓璐，“一月

一走访”深入了解村域发展，为近20

家村集体、下属40余家村集体企业

提供结算服务，为企业制定灵活配

置的存款方案；开展金融知识讲座，

以专业力量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打通金融“活水”灌溉乡村的“最后

一公里”。

聚焦普惠金融，破解融资难题。

“金融副村长”们指导村集体企业制

定融资方案，实施差异化“整村授

信”，累计授信金额80亿元。针对农

村集体下属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难

问题，创新投放了“农商 E链通”业

务，首笔业务投放为47户小微主体

提供了2876万元资金支持，有效破

解了农村企业资金周转困境，为乡村

产业蓬勃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力。

深化产融结合，助力区域发展。

北京农商银行共计投放了3000余万

元用于设施农业贷款；兴业银行、邮

储银行、农商银行助力了丰台多项

农业活动；北京银行为新发地猪肉

厅搭建统一收单系统；北京农商行

研发智慧新发地物业管理系统……

有效促进市场管理数字化、智能化，

以点带面，服务农村领域数智农贸、

数字消费等新业态。

加强风险管理，提升服务质效。

促成 13 家金融机构与 70 个村集体

对接，推出覆盖农村产业培育、抵押

贷款、风险防控等领域的专项产品；

开展各类金融知识宣讲活动75场，

覆盖村民5000余人次；在王佐镇域

内开设多家“浓情驿站”和乡村金融

便利店，2024年累计交易笔数26397

笔，累计交易金额超450万元，提供

养老助残卡激活延期等便利服务，

以“金融温度”温暖民生，提升“银发

一族”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一年来，“金融副村长”有效破

解了农村发展人才“荒”、产业融资

“难”、集体经济增收渠道“窄”等痛

点，成为丰台区推动金融助力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依托该机制，我

们通过进村入户的反诈宣传与教

育，有效遏制了相关犯罪；同时，借

助‘金融副村长’平台，众多普惠金

融政策得以直达村民，让百姓切实

受益。为持续激发机制活力、优化

人才队伍，丰台区对首批70位‘金融

副村长’进行了全面考核评价。各

金融机构依据考核结果，共调整 12

名人员，进一步优化了农村金融人

才结构，为后续工作注入新动能。”

陈虎翼介绍道，“我们将更充分地用

好这一平台。一方面，推动更多金

融机构为村集体提供多元化服务；

另一方面，着力提升村集体经济组

织对金融投资和经济行为的风险研

判与把控能力，让集体投资实现良

性循环与收益，最终惠及广大村民，

为村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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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袁 阳）“成立有

机废弃物循环利用处理中心，利用

高温快速酶解技术4小时内将各类

有机废弃物变废为宝……”6 月 25

日，在“遇见丰台·众汇京彩”丰台

区“青苗培优”计划创新发布活动

中，张家坟村“科技副村长”张士超

发布科技助农成果。

智慧农业作为丰台产业营之

一，已形成了以智能温室、绿色种

植和三产融合为特色的智慧农业

产业园。其中，集生产、研学、休闲

于一体的张家坟村智慧农业园就

是标杆项目之一。该园坐落于云

岗街道张家坟村，总占地面积 85

亩，现有可种植面积 65 亩，其中温

室大棚总建筑面积 14649.58 平方

米，总计32栋日光温室。

步入园区，崭新的日光温室在

阳光下格外耀眼，但温室内并非想

象中的闷热，反倒温度适宜、通风

良好，蔬菜瓜果也都长势喜人。

“我们通过生物科技手段，对

引进的旱稻优良品种进行科学种

植管理，实现旱稻在北方种植且

同比产量可观。另外，园区还通

过秸秆还田工作，有效改善土壤

结构，实现蔬菜大幅增产。”张士

超介绍道。

据悉，自 2024 年 6 月担任“科

技副村长”以来，张士超推动张家

坟村与鼎侬（北京）生物科技公司

深度合作，共同成立有机废弃物循

环利用处理中心，成功解决村域周

边长期存在的农业废弃物处理难

题，把枯枝落叶和秸秆等废弃物转

化为宝贵的农业资源，还田后显著

提升了土壤肥力，为农业生产打下

坚实基础。同时，在张家坟村智慧

农业园设立鼎侬（北京）生物科技

博士工作站，以总部研发为依托，

将先进技术与实验成果辐射到全

国，特别是在有机固体废物处理、

土壤种植环境改良和地力提升等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张家坟

村在科技种植领域大步迈进。

张士超介绍，“今年，我们依托

科研力量，将建成全市首个有机

废弃物循环利用示范园，利用 4 小

时生物技术将废弃物变废为宝，

推动农业低碳转型。”下一步，还

将打造“三个一”科技引擎，即建

设一座示范园、设立一个工作站

和搭建一个智慧平台，推动张家

坟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6月26日，

右安门街道第三届民俗文化节暨西铁

营村第十七届中顶庙文化节在向阳广

场举办。

记者了解到，作为右安门地区的

历史文化地标，中顶庙承载了丰富的

民俗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中顶庙

文化节历史悠久，源自明清的中顶庙

会。目前，中顶庙文化节已成功举办

16届，成为深受周边居民喜爱和期待

的年度文化盛事。

活动现场，西铁营花钹挎鼓、西铁

营馨春开路会、海淀巴沟汇新舞狮等

10档花会队伍依次展开踩街表演，向

阳广场的舞台展演同步开启。飞叉表

演者手持亮银叉腾挪翻转，叉身旋转

间发出清脆声响；舞龙队伍身着彩衣，

巨龙在锣鼓声中上下翻飞，穿梭于西

铁营步行街，沿途居民纷纷拿出手机

记录精彩瞬间。“看这中幡，耍得真熟

练。”一位居民指着表演队伍感叹。中

幡表演者将十余米高的幡杆抛向空

中，又稳稳接住，引来阵阵惊呼。

中顶庙前，十面大鼓整齐陈列，

随着高亢号子划破长空，西铁营村

“一统万年大鼓老会”的鼓手们迅速

就位，鼓槌落下，似万马奔腾过草原。

16 名少年紧跟其后，手中花钹翻飞，

清脆的响声与八个龙头宸子的叮当

声交织，将非遗古韵展现得淋漓尽

致。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更是化身“文

化导师”，手把手带居民体验击鼓乐

趣，传承非遗文化。

活动现场的非遗互动区成为老少

皆宜的“文化打卡地”。在陶艺制作区，

非遗传承人指导居民捏制陶坯，一位小

朋友正专注地为自己的“作品”塑形；编

绳摊位前，几位阿姨跟着老师学习编织

中国结，五彩丝线在指尖翻飞；投壶游

戏区排起长队，参与者手持竹箭屏息投

掷，仿佛穿越回古代文人雅集。

“中顶庙民俗文化节作为北京市

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既体现了古都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助力了城市文

化软实力的提升。”活动现场，丰台区

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顶

庙是北京“五顶”之一，文化节保留了

传统庙会、花会表演等习俗，成为京味

文化活态传承的窗口。同时，依托民

俗文化节，进一步促进非遗活化利用，

丰富文化供给，文化节汇聚了北京特

色非遗项目，如舞龙、舞狮、中幡等，通

过动态展演和互动体验，让非遗从静

态保护转向活态传播。

让非遗“活”起来的关键，正在于

将其从静态保护转向动态传承，让传

统技艺在与现代生活的碰撞中焕发新

的生命力。非遗不再是陈列在展柜里

的文物，而成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生活

体验，让居民变为“传承链”上的主动

参与者。

“本届文化节不仅是一次民俗展

示，更是一次文化传承的总动员。”右安

门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通过“踩

街+展演+互动”的立体形式，让居民从

“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有效推动了非

遗保护与社区融合。非遗成为年轻人

朋友圈的“打卡点”、家庭活动的“选项

库”，其生命力有了持续更新的动能。

居民变“传承人” 非遗从展柜走进烟火气

丰台举办第十七届中顶庙文化节

和义街道，郎俊宝，女，1978年

出生，和义东里第三社区居委会委

员，丰台区“建功新时代”百姓宣讲

团成员。她手里那部时刻待命、24

小时畅通的电话，宛如一条紧密相

连的纽带，将居民的“急难愁盼”一

一承接。

扎根基层的10年里，郎俊宝始

终把居民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

一通居民张女士房屋漏雨的求助

电话，打破了去年夏天一个雨天清

晨的宁静，郎俊宝一如既往地第一

时间冒雨赶赴现场。推开门看到

的场景让她心疼：支着雨伞的床

铺、大块脱落的墙皮、天花板上像

老树年轮般层层叠叠的水渍。她

的心也跟着揪了一下。一同前去

的维修师傅当即作出判断，“这不

是简单修补能解决的”。一听这

话，经验丰富的郎俊宝立刻协调房

管局工作人员登上楼顶检查，“整

栋楼的防水层都需要重做。”这栋

老楼 6个单元 84户，产权单位多达

七八家。面对这项“大工程”，郎俊

宝没有丝毫畏难情绪。接下来的

日子里，她就像上了发条似的，一

家家单位跑，一次次协调现场研

判，终于推动各方达成共识，启动

公共维修基金进行大修。

2023年，郎俊宝光荣加入丰台

区“建功新时代”百姓宣讲团。她

带着精心打磨的《流动的热线》宣

讲稿件，在80余场分享中向千余名

听众讲述她用脚步丈量辖区，用行

动回应民生诉求的热切初心。最

令人动容的，便是字里行间凸显的

并非她个人之功，而是让更多百姓

体悟到社区基层工作的意义。有

人曾好奇地询问她为何如此拼命，

她也只是质朴地回答：“看到居民

问题解决后开心的笑容，所有的辛

苦都值得了。”

郎俊宝：十年坚守 居民心中的“定心丸”

丰台好人

看到居民问题解决后开心的笑容，所
有的辛苦都值得了。

好人 说

丰台70位“金融副村长”激活乡村经济“毛细血管”

4小时“变废为宝” 科技赋能智慧农业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6 月 26

日，为期3天的丰彩城市地景大赛培

训班在北京花乡花木集团一楼报告

厅开班，来自北京环球度假区、各区

公园、园林绿化企业、中小学校、律师

事务所的30名园林技术员、美术教

师、律师参加。培训采取“专家授课+

理论解析+实操训练”相结合教学模

式，邀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高级花艺

师等专家围绕地景艺术作品制作、环

保固定技法、可持续材料应用等主题

进行授课。培训结束后，考核合格的

学员将获得培训结业证书。

谈及开设培训班的初衷，丰台区

园林绿化局三级调研员石金荣表示，

“自‘丰彩城市艺术季’三大赛事开放

报名以来，我们接到了很多咨询电

话，不少参赛者对地景大赛感兴趣。

不同于彩绘大赛和城市家具大赛，地

景设计的门槛较高，对设计师的专业

水平要求也高，参赛人员希望能给予

专业的培训指导。

据了解，为了更全面地对地景设

计进行指导，培训采取小班授课的方

式。此次培训的承办方北京花乡花

木集团副总经理兼工会主席刘雪梅

介绍，“自示范点授牌以来，以‘地景艺

术’为主题的培训班已连续开展6年，

累计培训超300人。本期培训班有多

名丰彩城市地景大赛的参赛选手，老

师们将从地景艺术作品设计思路、肌

理训练、落地实操等方面进行授课。

培训班很受欢迎，30个培训名额一经

开放，很快就报满了。通过培训，学

员们可以全流程体验地景艺术设计、

制作的各个环节。”

据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

明促进中心主任刘屹介绍，“自‘丰彩

城市艺术季’三大赛事开放报名以来，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截至目

前，已经有617名参赛者报名。我们

委托专业机构在点位设计、作品提交

和落地实施等方面对参赛人员进行

全流程指导，欢迎广大设计师、高校

学子和普通市民踊跃报名，积极参与

‘丰彩城市艺术季’活动，让艺术之美

与文明之花在丰台竞相绽放。”

设计“小白”变身花艺“大咖”
“丰彩城市地景大赛”培训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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