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地址：丰台区文体路 2号 ■ 电话（传真）：63868091 ■    E-mail：tougaoftb@126.com ■ 印刷：北京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发行投诉热线：67613292（中国邮政集团公
■ 总编辑：张传力 ■ 副总编辑：何洪涛 ■ 执行总编辑：赵智和 ■ 排版：丰云台（北京）融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司北京丰台区分公司）

07/09
2025 年 星 期 三

第 1482 期

农历六月十五

报 道 最 近 的 新 闻 共 享 城 市 的 幸 福

FENGTAI TIMES

北京丰台公众号

抗战主题片区“馆桥城园”全景开放

本报讯（通讯员 李轩 记者 姜
欢）“功以才成，业由才广”，7 月 7 日，

2025 年首批“青年政务体验官”在丰

台区政务服务中心正式上岗，12 名来

自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北电

力大学等 10 所京内外高校的优秀学

子到岗开展政务实践体验。

“我作为集成电路专业的学生，

对人工智能技术接触比较多，同时我

还对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很感兴趣，

希望能将自己的专业能力应用到政

务服务领域。”来自北京大学的袁真

报名了网站大模型优化岗并向记者

说道。

记者了解到，学子们此次深入

一线政务服务岗位，会了解来政务

服务中心的企业群众需求，给予办

事群众正确指引，体验办理出入境、

税务、不动产登记等多个领域的政

务服务业务，同时结合群众和企业

反 映 突 出 的 问 题 优 化 事 项 办 理 流

程。作为 2025“丰台·学子回家”行

动重点项目之一，此次实践活动聚

焦行动主题，旨在通过招募“青年政

务体验官”，以“学子把脉，数智创新

政务服务”为理念，依托学生所学专

业，用小切口推动政务服务理念转

变、流程重塑、部门协同，便利群众

和企业办事，精准提升政务服务质

效，促进营商环境改善和行政效能

提升，营造高质量人才发展生态。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在岗位设

置上更加贴合数智创新主题，立足政

务服务与政务公开工作，相比往年新

增了 AI智慧数据体验、网站大模型优

化等岗位，将开展网站 AI 问答模型

‘玩家’体验，立足年轻群体，从用户

视角体验数字政府建设成果、政务公

开创新落实情况，建言献策，推动改

革举措更有‘青’和力。”丰台区政务

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下转 04 版）

学子回家丰台·

今年首批“青年政务体验官”上岗
新增AI智慧数据体验、网站大模型优化等岗位

南中轴作为“北京中轴线”的南部

延伸，是推动首都新时代发展的“未来

轴线”。为落实首都功能定位，高水平

推进南中轴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历史文化地标重建。建议在中

轴线核心位置复原“大红门”历史地

标建筑。采用现代科技重新诠释传

统形制，如运用数字投影、AR 增强

现实等现代科技手段复原“大红门”

历史建筑群，保留传统建筑形制精

髓，打造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代城

市相融合的新地标，该地标既可突

出展示大红门作为“国门”的历史地

位，同时彰显首都商务新区的现代

定位。

南中轴文化带建设。加快实施

南中轴御道步行街项目，可参考中海

大吉巷的成功经验，将历史风貌保护

与现代商业功能有机结合。建议有

序腾退丹陛华市场，为高品质文化商

业空间腾挪发展用地。

商业活力提升。针对丰台区商

业基础薄弱现状，在保留历史风貌的

前提下，重点打造“网红经济”新业

态：规划特色咖啡街区、引入主题网

红书店、建设打卡艺术装置区、开发

观景餐饮露台等体验空间。

City walk 系统优化建议。设置

环形电动摆渡车接驳、每隔固定距离

可配置休憩驿站、开发智能导览小程

序、设计夜间光影游览路线提升人性

化步行体验，分阶段培育人气，渐进

式提升商业价值。

实 施 路 径 建 议 。 采 用“ 文 化 引

领—商业配套—人气聚集—价值提

升”的渐进发展模式，通过短期引爆

点和长期运营相结合的方式，实现

区域价值的整体跃升。

（丰台区市民）

南中轴首都商务新区区域发展建议

“ 出 乎 史 ，入 乎 道 。”88 年

前，卢沟桥头的烽火淬炼出伟

大的抗战精神，成为中华民族

从危难中奋起的精神丰碑，在

丰台大地刻下永不磨灭的历史

印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

天，卢沟桥畔，伟大抗战精神赓

续传承，丰台区全力守护民族

抗战的精神家园，让红色成为

这片热土最鲜亮的底色。

“出乎史”，必以敬畏之心。

丰台 21 处抗战文物构成的记忆

矩阵，从卢沟桥的石狮沧桑守

望，到宛平城墙弹痕累累，再到

佟麟阁、赵登禹将军墓的松柏

常青 ，皆是历史的无声见证 。

七七事变亲历者、“时代楷模”

郑福来 70 年义务宣讲的坚守，

后辈接力的“行走的宛平”红色

宣讲团，组建“伟大抗战精神”

百姓宣讲团，以生动叙事和深

情讲述，让远去的历史变得可

感可触，让后人读懂石狮见证

的觉醒、弹痕承载的抗争、松柏

象征的民族气节，让精神火种

在岁月长河中薪火相传。

“入乎道”，必以创新之法。

育魂以固本，让少年的拳头握

紧先辈的信念，让青春的脚步

踏响时代的鼓点。丰台将佟麟

阁将军推动创编的二十九军大

刀技法，转化为区级品牌课程，

少年们挥刀间，《大刀进行曲》

的旋律与招式共振，在操练中

体悟“血战到底”的不屈气节。

同时，以“行走的思政课”串联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卢

沟桥等红色地标，十万师生在

实地研学中，触摸历史温度，将

“匹夫有责”的担当化作踔厉奋

发的行动。

“出乎史”而后“入乎道”，

还 需 以 尊 崇 之 情 守 好 精 神 家

园。丰台区精心实施抗战主题

片区核心区保护提升，开展“馆

桥城园”一体化运营，下大力气

推动宛平城西城墙亮出，持续

推动博物馆之城建设，对卢沟

桥景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 雕 塑 园 进 行 整 体 性 修 缮 保

护，实现了无界公园设计，让城

南街沿线形成了贯通便捷的全

龄友好型街区环境，更好承载

伟大抗战精神，更好融入百姓

生活，更好便利服务游客。通

过整体提升与有机联动，让这

片焕发新貌的红色土地串联起

历史与当下，让精神家园更有

温度、有力量、有传承。

历史奔流，精神永续。从

卢沟桥头的烽火到新时代的征

程，当千万人从历史烽烟中汲

取力量，永定河畔的精神回响

必将愈发雄浑，指引这片土地

的儿女，怀铁血记忆，踏不屈足

迹，向复兴之路一往无前。

卢沟铸魂传薪火

永定合声

本 报 讯（记 者 
原梓峰）7 月 8 日，宛

平城内，人流如织。这一天，丰台区红

色文化集中连片区域“一馆（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一桥（卢沟桥）、一

城（宛平城）、一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雕塑园）”正式全景开放。

步入古城：聆听砖石的低语

记者自宛平城东门步入。眼前，

砖红的主色调在灰色城楼、瓦顶与步

道的映衬下，古朴又鲜明。

宛平城，这座华北地区唯一保存

完整的两开门明代卫城，乃明王朝为

拱卫京师、抵御李自成而建。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的枪声划

破夜空，宛平城成为七七事变最直接

的见证者。至今，斑驳的城墙上仍清

晰可见日军炮击留下的累累弹痕。自

1987 年向公众开放以来，这座饱经沧

桑的古城，始终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

烽火岁月。

“得知宛平城今日开放，我特意从

天津赶来。初入城门，心潮澎湃。从

抵御闯王、抗击日寇，到如今成为历史

课堂，这座城的包容与厚重，令人动

容。”天津游客齐宏毅感慨道。

“柠檬黄”的守护：温情在流淌

“抗战纪念馆怎么走？”“您左前

方就是，不远。”身着醒目柠檬黄制服

的文明引导员程保兰耐心地回答着

游客的询问。汗珠不时从她脸颊滑

落，但笑容始终亲切。“到卢沟桥还有

多远？一直走吗？”问题接连不断。

“游客们满怀期待而来，我们作为

引导员，指路答疑，分内之事。踏进宛

平城的都是家人，都怀着一颗赤诚的爱

国心。这城有它的故事，城里也有我们

的故事。”程保兰的话语朴实而温暖。

“谢谢您！有你们真好！”湖北游

客王巍由衷地为这抹“柠檬黄”点赞。

开放首日，六十余名像程保兰一

样的文明引导员，如点点星火般分布

在宛平城各处，第一时间为游客提供

贴心服务。

铭记与传承：“要让下一代知道”

沿街前行，树影婆娑间，一面鲜艳

的五星红旗率先映入眼帘。行至广场

中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金

色大字庄严肃穆，吸引着人们举起相

机。广场南侧，巨大的“东方醒狮”雕

像雄踞一方，与纪念馆遥遥相对。

“昨天是七七事变 88 周年纪念

日，固安拉响了警报，小孙子问我那是

什么声音。为了让他铭记历史，懂得

如今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今早特

意带他坐火车换地铁赶来这里，看看

宛平城墙，走走卢沟桥。他三年级了，

该好好了解国家那段被侵略的历史

了。”来自河北固安的高先生，带着孙

子在广场合影后对记者说。

纪念馆开馆后，参观者很快排起

长队。“刚看完《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

和平》展览，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是

多少同胞的血泪史啊！母亲曾讲述的

苦难，又在眼前浮现。我老了，但还能

把亲历亲闻的故事讲给后代听，这是

他们成长的指路标。”73岁的老人洪岩

参观后感慨万千。

同 日 ，宛 平 城 西 门 ，“ 烽 火 卢 沟 

硬气铸魂”展览亦揭开帷幕。珍贵的

历史照片，生动再现了丰台军民同仇

敌忾、浴血奋战的壮烈篇章。

卢沟桥上：文物无言，守护有情

出宛平城西门，便是卢沟桥。

“今早八点，卢沟桥景区正式开

放。”检票员介绍道。上午十时正值高

峰，记者驻足五分钟，已有近百位游客

陆续进入。

桥面经整修更显开阔，两侧围栏

已撤去，游客得以更近距离地观瞻形

态各异的石狮。为保护珍贵文物，景

区增派保安巡逻，并贴心地为每位保

安配备了写有“文明游览 请勿触摸文

物”的可爱提示牌，牌上还绘有小狮子

图案。“我们预判今年客流量较大，撤

栏增提示，旨在让游客更好地了解卢

沟桥的同时，共同守护它。”卢沟桥文

化旅游发展中心负责人解释道。

记 者 看 到 ，保 安 们 不 仅 尽 责 提

示，还主动充当起摄影师，为游客拍

摄全家福。张金平一家漫步桥上，他

指着石狮讲述“卢沟晓月”的景致，话

锋一转：“这般美景背后，却曾有一段

血泪史。88 年前，外敌入侵，正是守

城将士的浴血抵抗，才换来今日和

平。走，我们进城，去听听这座见证

者的故事。”他边说边引着家人向宛

平城走去。

亦有游客选择沿首次亮相的宛

平 城 外 城 墙 步 道 缓 行 。 绿 荫 遮 蔽

下，行至城南，便见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雕塑园。园内 38 尊青铜雕塑

以“日寇侵凌”“奋起救亡”“抗日烽

火”“正义必胜”四大主题分区，如碑

林般肃穆庄严地矗立。在一尊题为

《血肉长城》的雕塑前，铜质铭牌虽

已烙下岁月斑驳，其上“浴血奋战，

前仆后继，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

新的长城”的字句，依然铿锵有力，

撼人心魄。

记者了解到，这一天，来自江西、

福建、广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全国

多地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汇聚于卢沟

桥畔，以脚步丈量历史，用心灵祭奠

英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