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兴一中38名同学获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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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彰优秀，树立典型，营造浓厚

的学习氛围，进一步调动全体学生的学习

热情和积极性，近日，大兴一中政教处召

开“2018-2019学年度北京市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表彰大会”。共有38名同

学受到了表彰，其中市三好学生32人，市

优秀学生干部6人，市优秀班集体1个。

根据市教委评选2018-2019学年度

“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班集体”

文件要求，本着公平、公正、公开评选的原

则，经过年级民主选拔，学校推荐委员会

集体评议，最终由市教委审核通过，2019

年大兴一中共有32名同学荣获“北京市

三好学生”称号，6名同学荣获“北京市优

秀学生干部”称号。高三（1）班被授予“北

京市优秀班集体”称号。

表彰大会上，校长助理兼德育主任张

丽宣读表彰名单，常务副校长姜苗为获得

荣誉同学颁发证书。张丽号召全校同学，

以身边的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为榜样，

脚踏实地、团结拼搏、奋发进取，做最好的

自己，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们首先要有一个‘不念过去，不

畏将来’的思想，无论曾经的自己学习是

优秀还是有所欠缺，我们都应该在新的

学期树立一个全新的目标，既不能沉浸

在过去失利的忧伤，也不能自喜于过去

成功时的喜悦。”荣获市三好学生的周欣

锴建议学弟学妹们，不仅要在每节课认

真听讲，还应及时进行总结要点及考

点。在每次考试后，总结答题技巧及方

法。在好好学习之余，也要注意休息和

参加适当的体育锻炼。

通过本次的总结表彰大会，同学们深

受鼓舞，信心倍增，将以受表彰的同学为

榜样，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争做典范。

文/记者 李梦丽 图/大兴一中

“孩子能够遇到这样有责任心、全心

全意为学生付出的教师，我们家长备感安

心！”近日，大兴七小六年级二班高鑫家长

带着分别写有“关爱胜父母 师恩比海深”

“爱生如子 德才兼备”“一位好老师 胜过

万卷书”几个大字的三面锦旗专程来学校

送给六年级二班班主任张迎、语文教师王

东丽、英语教师齐斌，以此感谢老师的无

私奉献和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校长

鲍铁燕、书记王允志全程参加赠与仪式。

“高鑫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不错，但升

入六年级后，孩子有很长一段时间学习情

绪变得低迷，成绩下滑严重，人也变得不

自信了。”大兴七小鲍校长介绍道，高鑫出

现这种情况后，学校张迎、王东丽、齐斌三

位老师针对不同学科内容，给学生进行有

针对性的激励教育，并帮助学生进行心理

干预。在家校的共同配合下，高鑫在本学

期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提升。鲍校长表

示，让孩子们在一所有温度的学校里快乐

成长并关注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大兴七

小每一位教育人的责任。

“感谢老师们的付出、感恩学校对孩

子的培养！”高鑫家长为表达自己的感激

之情，特为老师送上了锦旗。

长期以来，大兴七小全体教师本着求

真务实的态度，用心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为每一个学生倾注心力。学校的社会美

誉度也在不断提升。今后，大兴七小将继

续扎实办学，做人民满意的教育！

文/记者 李梦丽

图/大兴七小

北京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和古都之

一，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是辽、金、元、

明、清五朝古都。民族融合，南北交汇，形

成的文化也是兼容并蓄、独具特色，具有丰

富的内涵。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们的精神

家园；乡愁，则是文脉的继承和延亘，是

精神的牵挂与依归。每个地区都有自己

的特色文化，可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

同俗”。有着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北京城，

在依托于历史文化名城和大运河文化

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这

“一城三带”的地缘基础上，形成了包括

语言、艺术、建筑、园林、饮食、京剧、曲

艺、民俗等多方面的北京乡土文化。

对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在建设

“一城三带”、打造首都文化上取得的突

出成绩，我作为居住在什刹海旁的北京

土著，可谓尽收眼中，感触尤深。为改善

平房居民的居住条件，保护古都风貌，政

府分期分批对胡同里的老旧危房进行了

修缮和翻建，使用传统材料和工艺，保持

了原貌和胡同肌理；修缮、复建了古庙、

古迹和古桥，展现出前海景观；对街巷里

开墙打洞的商铺进行整治，规范了景区

的牌匾内容和风格；打通了环湖步道，将

西海建成了美丽的城市湿地公园，形成

了既有城市原有地貌风光，又有历史文

脉，既有时代元素，又有古韵风情的新景

观。一汪碧水的什刹海，水清岸绿，鸟语

花香，无论是居民还是游客，或散步，或

游览，远观钟鼓楼，近看河边柳，泛舟三

海上，银锭可观山，感受到的是安乐宜、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都风情。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与魂。北京

是国际化大都市，但优秀传统文化绝不

能遗失。独具北京地方特色的评书、相

声、快板、京韵大鼓、单弦、小曲儿，一直

是北京人的最爱，京腔京韵的旋律流淌

在北京的胡同小巷，被人们津津乐道，这

是北京的乡音，浓郁的北京味道。丰富

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热切愿

望。十八大以来，北京的文化建设如火

如荼，更上一层楼。地安门雁翅楼的中

国书店长期举办京味讲座，讲四合院、老

民俗、名胜古迹，老老少少，座无虚席；西

城文化馆剧场的鼓曲演出精彩纷呈，观

众踊跃；旧鼓楼社区的小剧场评书、相

声、小曲儿连轴演，吸引了四方游客和周

围老街坊，为传播京味文化不遗余力。

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能够陶冶情操，启

迪心智，这特色的北京文化，能让人强烈

感受到北京人包容大度、乐观向上的精

神风貌。

如今，古都“一城三带”的文化建设

已经取得了非凡成绩。展望未来，我们

还有很多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例如在

平房院落翻建中保持其北京的传统风

格；对老北京名号在商用中的管理；传统

民俗工艺的深入发掘和保护；如何让这

些优秀的技艺能够活态传承、发扬光大、

为北京文化添光添彩等等。这既需要从

业者自身的坚守与努力，也需要管理者

的关注与支持。

作为一名北京人，我爱北京，爱家

乡，爱她的胡同门墩四合院，爱她的评书

大鼓小曲单弦。在我眼中，建设“一城三

带”，保护北京城的历史文化就是在留住

每一个北京人心中的古都乡愁。

作者陈伟为今日头条知名头条号

“北京民俗”作者，资深曲艺爱好者，师从

曲艺家赵俊良先生。 文/陈伟

市三好学生32人，市优秀学生干部6人

在“有温度”的学校里成长
大兴七小家长献锦旗感谢老师

“2019 人文之光”社会科学知识竞赛专栏二

古都文化建设为我寻到乡愁
编者按

为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普及人文社科知识，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

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联合北京青年报社于4月25日至5月17日举办“2019·人文之光”社会科学知识竞赛。本届社科知识竞赛主

题为“共建文明实践中心 欢庆祖国七十华诞”。配合活动开展，主办方开辟专栏，将陆续推出社科专家撰写的科普文章，与读者共享。

张迎、王东丽、齐斌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