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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的守望与传承

群众关注期待什么，就探索推进什么
——北京市大兴区观音寺街道福海佳园社区着力打造居民幸福新生活

◎ 杨澜

编者按：
为全方位展现首都文明城区创建成果，10 月 29

日，首都文明办组织由媒体记者、网络新媒体平台代
表、专家学者、各区文明城区创建宣传工作负责人、

“北京榜样”和群众代表等组成的探访团，启动了
2024北京创城精品线路媒体探访活动。在将近1个月
的时间里，探访团围绕“城市焕新”“和谐家园”“文化
交融”“城乡交响”和“生态文明”5大主题，深入16区
基层一线开展调研，全面展现北京文明城区的风采。
即日起，本报在“创建文明城市 共筑首善北京”栏目
推出系列报道，全面展示北京文明城区创建依靠群
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生动实践。敬请关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
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怎样让社区居
民充分享有社区公共空间，提升生活品质？这个看似
简单的问题，却往往因为“众口难调”而难以解决。

为此，北京市大兴区观音寺街道福海佳园社区
以百姓关注、期盼为发力点，全力打造“邻聚福海 共
享佳园”党建品牌，积极探索社区治理新路径，持续
激发党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有效破解基层
治理的难题，着力打造居民幸福新生活。正如福海佳
园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月圆所说，“群众关注期待什
么，就探索推进什么。”

老街坊重聚有了新空间

在观音寺街道福海佳园社区“邻里议事亭”，时

常看到街坊、物业代表、社区工作人员围坐一处，热
络“开聊”。

开场时，社区工作人员会率先提出近期大家都
热切关注的问题，比如社区环境、惠民举措，抑或
是邻里矛盾。围绕这些问题，居民们纷纷建言献
策。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不仅有了解决办法，邻
里相亲相爱、守望互助的温暖氛围也在大伙儿心
间荡漾开。

“这样的形式非常好！大家坐在一起，像‘拉家
常’一样，很多问题都得到了及时解决，整个小区也
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了！”观音寺街道福海佳园社区
居民张大爷欣喜地说。

观音寺街道福海佳园社区是原海户新村回迁定

向安置社区，街坊邻居都搬进了楼房。“以前，我们住
平房，都是街坊，现在虽然回迁进了楼，但是有了议
事厅，我们以前的街坊邻居又能聚到一块儿，讨论社
区事务，解决问题，没事的时候我们还能在这里唠唠
家常。”社区居民王阿姨高兴地说。

福海佳园社区依托社区活动室、休闲广场打造
室内“邻聚力”议事厅和室外“邻聚力”议事亭，为居
民提供活动、协商议事的场所。通过“7+1”走访机制
收集民意，形成议题，引导社区党员群众来议事厅
（亭）议事，共同解决群众诉求。截至目前，协商解决
居民矛盾19件，安装无障碍扶手55个，规划建设非
机动车停车区域62处，安装健身器材2套。

（下转2版）

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拉家常解难题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拉家常解难题。（。（大兴区观音寺街道供图大兴区观音寺街道供图））

“妈妈餐厅”
为校园食品安全支妙招

编辑 王丽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任超

冬染霜林，中华大地上，河北塞罕坝、山西右玉、
河南兰考各自铺展开美丽的生态画卷。

三棵不平凡的树——“功勋树”“荣怀杨”“焦桐”
矗立其间，目睹风沙贫瘠之地的沧桑巨变，守望塞罕
坝精神、右玉精神、焦裕禄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人
进行着久久为功的生态文明实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聚焦建设美丽
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新的历史
方位，新的奋斗征程，再次走近“三棵树”，历久弥新
的精神之力扑面而来，催人奋进。

◇ 千顷澄碧满目生机

山西右玉，苍头河畔，矗立了70多年的“荣怀
杨”挺拔依旧。漫步在万亩松涛园内，樟子松、油松、
落叶松等一望无际，松涛阵阵。

人们或许不会想到，位于毛乌素沙漠风口地带
的右玉，多年前曾是另一般模样：“一年一场风，从春
刮到冬”，三丈六尺高的老县城北城墙，曾被沙土掩
埋大半，“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是广为人知的顺
口溜。

面对“十山九秃头”的荒凉，1950年上任不久的
右玉首任县委书记张荣怀，扛起铁锹带着全县干部，
在苍头河边栽种下第一棵小叶杨树——被后人称为

“荣怀杨”，由此拉开了右玉人坚持不懈植树绿化的
序幕。

“荣怀杨”扎根大地11年后，在东北方向千里之
外的塞罕坝，人们惊喜地发现了一棵树龄超百年的
落叶松——正是它，坚定了建设塞罕坝机械林场的
决心和信心。

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北部，内蒙古浑善达
克沙地南缘，意为“美丽的高岭”。然而，新中国成立
之初，这里却“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面对“风沙
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1961年，当时的林业部派
出调查组踏查，在红松洼一带，专家找到了这棵20
多米高且生长旺盛的天然落叶松——这棵活着的标
本，证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今天有一棵松，
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

第二年，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吹响誓把荒
原变林海的号角。这棵落叶古松，也由此成为塞罕坝
人心中的“功勋树”。

塞罕坝向南千余公里，九曲黄河在河南兰考拐
出最后一道弯。在县城东北角的广场上，一棵泡桐树
高大挺拔，枝干遒劲。

82岁的老人魏善民手抚树干回忆：风沙、盐碱、
内涝曾是兰考出了名的“三害”，焦裕禄担任县委书
记后，带领大家植树造林、翻淤压沙。“1963年春天，
焦书记亲手种下了这棵泡桐树，今天兰考人都叫它
‘焦桐’。”

如今，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绿色正成为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底色。“荣
怀杨”“功勋树”“焦桐”挺拔依然，周围也早已千顷
澄碧：

林木绿化率从不足0.3%到57%，右玉的绿色嬗
变，让昔日“不毛之地”变身“塞上绿洲”；

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塞罕坝建成了世界
最大的人工林，荒原变林海成为现实；

一棵“焦桐”变身片片“焦林”，兰考600余万株
泡桐将漫漫黄沙化为良田沃野。

◇ 种树也是在传精神

一把藤椅，放在一张破旧的办公桌前，碗口大的
窟窿诉说着主人曾经的病痛——肝疼袭来时，他就
用茶缸靠在藤椅上，紧紧顶在痛处，久而久之顶出一
个大洞。

在兰考焦裕禄精神展览馆里，来自全国各地的
参观者排起长队，睹物思人，一股穿越时空的精神力
量扑面而来。

当年曾和焦裕禄“搭档”种树的魏善民，如今成
了“焦桐”的守护人。他说：“焦书记带病工作，因为他
心里装的是老百姓，唯独没有自己。‘焦桐’守护了我
们，我们也要把它守护好。”

人们在种树，也在传精神——那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的勇
气和担当，是科学求实、久久为功的胸怀和定力。

八年三战“黄沙洼”，树栽了死，死了又栽，右玉
人锲而不舍，终将一道长20公里、宽4公里的流动
沙丘挡在右卫城外；马蹄坑“大会战”，作为机械林
场首任党委书记的王尚海，带领众人将家搬到塞罕
坝，带头冲锋，开创国内使用机械成功栽植针叶树
的先河……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薪火相传。浑善达克沙地南
缘的劲风中，林海滔滔，塞罕坝千层板林场职工在林
冠下进行修枝作业。

眼前所见，是塞罕坝“二次创业”的缩影。“要把
这来之不易的百万亩林海抚育好、管理好、保障好，
建设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塞罕
坝机械林场场长于士涛说。

右玉同样流传着接力奋斗的佳话，22任县委书
记坚持带领干群造林绿化。右玉人说，干部调动是

“飞鸽牌”，种树造林才是“永久牌”，“换领导不换蓝
图，换班子不减干劲”。

“树是一棵棵栽下的，事儿是一件件办成的。”于
士涛觉得，塞罕坝、右玉和兰考的绿色接力，归根结
底在于始终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
界，将科学蓝图一绘到底。

从右玉、塞罕坝到兰考，多年来人们在改变自然

生态面貌的同时，也在摸索因地制宜发展相关产业。
如何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让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继往开来，今天的挑战仍然不少。

“千难万难，畏难才最难。”“为什么焦书记在兰
考工作仅一年零四个月，就找到了多少辈人未找到
的‘除三害’办法？因为他凡事探求就里，深入群众，
科学求实，迎难而上。”兰考县委书记陈维忠说，新征
程上，应在精神传承中汲取奋进力量，永葆“闯”的精
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在攻坚克难中成就
事业。

◇ 从“绿”起来到“富”起来

豫东平原，兰考国电投新能源产业园区内，纯锂
50Ah全固态电池量产下线。

“这些将来都会变成能源。”该产业园项目负责
人王震指向不远处摇曳树枝的阵风说，产业园正在
配套建设年发电量1.4亿度的源网荷储一体化绿色
供能系统。

经过持续不懈的生态治理，兰考当年的风沙、盐
碱、内涝“三害”正转化为风电、特色农产品种植、全
域水资源等支撑全县高质量发展的“三宝”。

“焦裕禄曾在这里探风口、治风沙，如今我们借
风能、太阳能打造零碳乡村。”兰考县付楼村驻村第
一书记裴东鑫说，将绿色能源与研学文旅、环境治理
结合起来，昔日贫困村建设成全国农村能源革命示
范村，仅阳光红利一项，年集体增收16万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从“绿”起来到“富”起来，兰考的绿色发展之路，

是对“两山”理论的有力诠释，而塞罕坝“荒原变林
海”和右玉“沙窝变绿洲”，同样是这一科学理论的鲜
活注脚。

从2014年起，塞罕坝机械林场完成多个森林
固碳生态产品项目开发，实现价值转化1600多万
元。20多年来，“再造三个塞罕坝林场”项目总用工
量达到3000多万人次，有效增加了当地农民劳务
收入。

在右玉，绿色由最稀缺的颜色转变为最厚重的
“底色”，生态红利持续释放，生态旅游、赛马、足球训
练、生态畜牧等特色产业欣欣向荣。近年来，“荣怀
杨”不远处的右卫镇马营河村陆续建起民宿，依托苍
头河国家湿地公园，越来越多村民吃上了“生态饭”。

草木无言，精神永恒。
站在历史的新征程上，“三棵树”所凝结的精神

力量，跨越山河、激荡回响。在绿色绵延中，它们不断
见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也必将
见证一代代人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答卷中
继续书写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新华社陈忠华晏国政张兴军）

近日，山东省威海市羊亭学校推出
“妈妈餐厅”，餐厅现有28名员工，其中
有20名是学生家长。该校校长表示，学
校之前也有家长陪餐、开放日等活动，
但是家长对孩子在学校的吃饭情况仍
然有很多疑问，于是就有了“妈妈餐
厅”。据了解，该餐厅的员工不光有学
生妈妈，也有学生爸爸应聘成功。

编辑点评：近年来，校园食品安全问
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山东威海市羊
亭学校推出的“妈妈餐厅”为学校餐饮安
全和质量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保障。
该餐厅的主要员工为学生家长，这不仅
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加亲切的就餐环境，
也为家长提供了参与孩子校园生活的机
会，这种模式的创新很有借鉴意义。

“妈妈餐厅”作为一个全新的尝试，
回应了家长对于校园餐饮安全的关
切。让家长直接参与餐厅的运营与管
理，他们能实时监督餐饮的制作过程，
确保孩子们的饮食健康和安全。家长
的参与，打破了学校与家长之间的信

息隔阂，为学校餐饮工作增添了透明
度和信任感。

此外，这一模式还可以提供更个性
化、富有温情的服务。家长常常关注孩
子的饮食偏好和营养需求，能够根据
孩子们的口味和营养结构提出改进建
议，避免食物单一、营养失衡等问题。
家长的参与使得学校餐厅的就餐氛围
更加温馨，孩子们在“妈妈餐厅”用餐，
能感受到家一般的关怀，这不仅增强
了孩子们对学校餐厅的认同感，也能
提高他们的就餐积极性。

尽管“妈妈餐厅”模式具有诸多优
势，但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家长的参与
可能会受到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如何平
衡工作与家庭生活，将成为这一模式能
否持续运作的关键。学校需要为家长提
供相关的培训，确保他们能够胜任餐厅
的各项工作，避免因缺乏专业技能而影
响餐饮质量。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学校
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确保家长的参
与能够真正起到提升餐饮质量的作用，
而不是形成新的管理负担。

新华社北京11月 20日电（记者
高蕾）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
协会20日共同在京启动新时代“银龄
行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银龄行动”
标识和志愿服务队队旗。同时，全国

“银龄行动”信息服务平台上线运行。
据了解，“银龄行动”是以老年人为

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
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
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
愿服务活动。

从2003年开始，全国老龄委连续
组织开展“银龄行动”，截至2024年 7
月底，全国参加“银龄行动”老年志愿
者总人次已超700万，开展援助项目

4000多个，受益群众4亿多人次。
据介绍，与以往的“银龄行动”相

比，新时代“银龄行动”参与主体从老
年知识分子拓展到全体老年人，行动
内容从智力援助、技术帮扶为主，拓展
到“银发巡逻”、儿童托管、互助养老、
全民参保、扶残助残、探访关爱等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线下活动为主拓
展到线上线下相结合。

当天正式上线运行的全国“银龄行
动”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了“银龄行动”
网上信息查询、服务链接和事项办理
等功能，将进一步促进供需对接、信息
共享、集中宣传，为广大“银龄行动”志
愿者做好服务保障。

中国生态环境部呼吁

加强城市间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中国人权研究会发布

《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2024）》

聚焦儿童心理健康 2024年世界儿童日

主题活动在成都举行

全国妇联开展专项行动

支持凉山妇女儿童和家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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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银龄行动”启动 助力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

本报讯（龙文泱）11月19日，“志”
说湖南——大型史志·文物联展在湖南
博物院开幕。

湖南是方志大省和文物大省，修志
源远流长、著述蔚为大观，有“万年湖
南”“红色潇湘”美誉。

本次展览由省地方志编纂院、省文
旅厅、省文物局联合主办，湖南博物
院、湖南方志馆、湖南图书馆、省文化
馆承办。这是该省首次将地方志与文
物、非遗等融合策划展览，多部门联合
探索新的办展路径和模式。

展览以地方志记载为主线，辅以文
物、非遗及科技手段，以物证史，以史释

物，力求勾勒出生动的湖湘历史画卷。
展览分为志通古今、“志”说湖南政

区沿革、“志”说湖南天文地理、“志”说
湖南风俗物产、“志”说湖南民族融合、

“志”说湖南文脉人杰、志鉴湖南等7个
篇章，共展出清光绪《湖南通志》、清同
治《桂阳直隶州志》等古代方志典籍148
本（套），西汉“长沙元年”铜鼎、唐“独
幽”七弦琴等相关文物118件（套），图
片126幅（组）。9处多媒体与6处观众互
动点，通过现代化手段和生动有趣的方
式，向观众讲述地方志里的湖南故事。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2月 22日，
免费向公众开放。

本报讯（韩雯）冬季来临，天津市民
政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寒冬送温
暖”专项救助行动，不让生活无着的流
浪乞讨或临时遇困人员挨冻，确保他
们“安全、温暖”过冬。

“近年来，传统意义上的流浪乞讨
人员不断减少，离家走失、务工不着等
临时遇困人员不断增加，开展专项救
助行动就是为了让这些人员知道遇困
时能有人帮。”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专项救助行动期间，将加强街面巡
查、加大救助力度；做好分类救助、织
密救助网络；加强部门合作、形成工作
合力；统筹社会力量、合力开展救助。
对于拒绝接受救助且拒绝返乡人员除
提供御寒物资外，还要将信息通报给
属地街道及户籍地民政部门，协调多
方开展劝导、送返工作，确保被救助人

员的安全。
“在加大巡查力度方面，天津已

经启动四级救助网络，利用城市管理
平台和‘民政易公众版’移动端应用，
加强互联网线索巡查。我们还与公
安、城管、卫健等部门加强联动，组建
救助分队、开展联合巡查，同时扩充
救助服务力量，发动乡镇（街道）干
部、村（居）民委员会成员等基层力
量，动员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各类社
会组织、环卫职工、公交及出租车司
机、快递员、夜间安保人员等社会力
量，做好发现报告、街面劝导和应急
救助。”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如今
的救助行动还加入了科技赋能，利用
城市管理信息平台，智能识别预警分
析，探索无人机等专业科技设备，提
升主动发现能力。

天津市启动“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

“志”说湖南——大型史志·文物联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