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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广告广告··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尹希宁
记者 张 敏

“我就希望早点见证搬新居。”近日，北

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路 68号院 2号楼 309室住

户孙玉华暂时搬离住了近 30 年的筒子楼，

等待着“蜗居”变新居，旧址建新宅。

这座已有 46 年历史的筒子楼是丰台区

首个老楼拆除重建的试点项目，实施过程为

原址拆除重建。截至 11月 13日，该项目居

民征询率、参与率、签约率均达到 100%，

90 户居民中有 81 户全部缴纳新房首付款，

其余住户也已进入付款流程。

对于居民而言，这栋筒子楼不仅记录

了老革制品厂工人的酸甜苦辣，也将为丰

台区的城市更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鲜

活案例。

孙玉华清楚地记得，1995 年年底住进

2 号楼时，整个房间的面积只有 15.7 平方

米，每层设置公共卫生间。屋里要“塞”下

一家四口人，而屋外的走廊上还摆放着各家

燃气灶具，“你挤我，我挤你，做饭的时候

谁家吃的什么全都知道”。

丰台区西罗园街道花椒树社区书记周琳琳

介绍，2号楼原为 1977年建设的丰台区西罗园街

道革制品厂居民区，建设时为 4层框架轻板简易

楼，建筑面积 1921平方米，以单身宿舍和教室

的形式接纳工人居住、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

单身宿舍变成了小家庭，房间原有的功能难以满

足更新的居住需求。

老楼重建前，社区和物业的维护工作仅停

留在“治标”上，包括重新粉刷、电线入槽、

安装楼道喷淋系统、加强人员夜查等。

“从社区层面来说，最担心的就是老楼安

全隐患。”周琳琳说，居民搬离前，社区给每

层楼配备了 10 个以上的灭火器，给每户居民

发放防火毯。

记者走访马家堡路 68 号院后了解到，2 号
楼原先住着 73 户居民，而楼外围了一圈平

房，居住了 17 户居民。平房与楼房的间距宽

窄不一，宽处可进三轮车，窄处仅能容一人

通过。

2020年 7月 1日，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联合市规划自然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发布了 《关于开展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意味着，给老楼

“治本”的时候到了。

根据《意见》，改建项目在确定实施主体、居

民改建意愿摸底调查、改建设计方案和实施方

案拟定、改建协议内容等工作中都要充分征求

居民意见。此外，《意见》还明确了改建资金由政

府、产权单位、居民、社会机构等多主体筹集，可

通过政府专项资金补助、产权单位出资、居民出

资、公有住房出售归集资金、经营性配套设施出

租出售等多种方式解决。

根据测算，新楼总造价约为 4000 万元，

市、区两级财政补贴一部分，新楼地下一层

由产权单位出资，其余全部由居民自筹。新

房首付款为 23 万元，11 月 6 日启动首付款收

款工作。

为保障改建工作顺利进行，丰台城市更新

集团与西罗园街道充分发挥党组织作用，成立

了改建工作专班，科学组织工作开展，形成了

标准化解疑释惑、模拟化讲解各类方案、数字

化计算出资构成的新模式。

丰台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杨晨辉

告诉记者，此次改造将把 2号楼原有的 73户房

间和楼外 17 户平房纳入整体规划中，以原址

建新楼的模式完成改造。

杨晨辉介绍，项目改造后将从 4层扩建至

地上 6层，增加电梯、无障碍通道等，适当增

加室内使用面积，室内布置厨房、卫生间，

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同时扩建地下空间，地

下一层将增加商服空间，满足居民日常购物

需求，切实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解决老楼安

全隐患问题。

用丰台区房管局老旧小区办负责人王成钢

的话说，此次更新项目的模式为“居民主导，

政府补贴，企业搭台”。《意见》出台后，项目

专班先后 5次到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石景

山区等地“取经”，结合各区经验与 2 号楼实

际情况制定改造方案。

在这样的模式中，“居民主导”给项目推

进帮了大忙。周琳琳说，2号楼所在的花椒树

社区之前就成立了“故事会”，居民在闲暇之

余会聚在一起聊天、谈心。此次危旧楼改造，

“故事会”中的骨干居民主动当起了协调员，

帮居民们汇总需求，也帮项目专班解释政策。

为了让居民了解改造进展，项目专班邀请

2号楼住户中对建筑领域较了解的居民作为代

表参与全程监督。此外，还建立了项目专账供

居民随时查询。

据介绍，考虑到供暖季居民取暖做饭可能

产生的消防隐患，经过商量后，居民们已经在

供暖季前全部搬离原址。目前，正在逐步进行

市政电表销户、管线拆除等收尾工作，项目计

划于 2024年开工建设。

看着“蜗居”即将焕然一新，孙玉华希

望，有独立卫生间、有电梯的新楼尽快落成，

“回来还和大家做邻居”。

“蜗居”变新居 旧址建新宅

11月 14日，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立节镇杰迪村，村民在晾晒柿子。

近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的村民忙着采收、晾晒柿子，加工制作酒柿

子和柿饼供应市场。当地种植柿子已有百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近500亩，通过线上

线下渠道销售，帮助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新华社记者 方 欣/摄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瑞璇
记者 谢 洋

在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区）综合体育馆

内，伴着动感的乐曲，参赛选手在运动场中央

比赛区域旋转跳跃、托举抛接，尽显青春活

力。这是近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

运动会（以下简称“学青会”）校园组啦啦操比

赛中的一幕。

本次学青会中，广西师范大学承办了啦

啦操、健美操赛事，校内新建的综合场馆

可同时容纳 6500 人。广西师范大学体育与

健康学院副院长程明介绍，学青会赛事要

求、规格都比学校以往承办的比赛要高很

多，学校逐一改善设施设备，场馆的功能

都有所提高。

同时，学青会的氛围也洋溢在校园内

外。开赛前，不少志愿者在网上晒出自己的服

装；学校里，横幅、旗帜、标语更是随处可

见；食堂还会列出运动员饮食条例为学生们进

行科普。

广西师范大学共有 146 名学生参赛。“出

征仪式的现场是沸腾的”，程明说，在最后的

运动员挥手致意环节，很多同学站起来朝运动

员们挥手、呐喊加油。“举办出征仪式最主要

的目的是让运动员们起到体育标杆的作用，让

大家也能感受到榜样在身边。”程明说。

作为一名学青会志愿者，广西师范大学

学生黄祯对此有切身体会。她重点关注的是

啦啦操比赛中的街舞项目，“在这些街舞比

赛选手身上我确实看到了体育精神，这也对

我影响很大”。黄祯也尝试练起了街舞。她

发现，尽管选手获得过亮眼的成绩，但其实

跟她一样，都需要不断练习，这也让她有了

信心。

和黄祯一样受到鼓舞的还有学生罗梓谕。

11月 12日晚上，一场“随机街舞”活动在广西

师范大学体育馆内火热进行，从社交媒体中看到

消息的罗梓谕去现场。看到许多大学生伴着随机

播放的音乐在人群中央的空地上跳起了街舞，罗

梓谕也跃跃欲试起来。

“我很喜欢这种氛围”，在罗梓谕看来，同

学们对于随机街舞的热情与街舞赛事的举办有

很大关系，“比赛点燃了同学们心中想要舞动

的火焰”。作为街舞社团成员，罗梓谕在老师

的指导下开始尝试一些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高

难度街舞动作。“说不定哪一天我也可以成为

比赛选手，站上舞台。”罗梓谕说。

除了广西师范大学，北部湾大学、广西民

族大学、广西大学等多所学校也承办了本届学

青会的部分赛事，这些学校也都见证着这样的

体育氛围和体育故事。

北部湾大学主要承办了学青会的排球比

赛，这也掀起了校园排球的热潮。从“门外

汉”到在视频号中学习排球技巧和规则，北

部湾大学体育学院研究生张腾的改变皆因排

球比赛。

“我觉得学青会的比赛氛围完全不亚于更

大型的赛事。”张腾在比赛现场看到，不管赛

场上哪一边得分或出现精彩瞬间，观赛台上的

同学们都会爆发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张腾也会

将赛事信息实时分享到寝室群中，吃饭时和室

友讨论的话题也离不开比赛，“我们会讨论参

赛队伍失分的原因，哪个省的实力比较强”。

像张腾这样沉浸在体育氛围中的学生在北

部湾大学还有很多。每天晚上，排球场总会被占

满。张腾发现，体育场上的女生人数比学青会前

显著增加，有些女生对排球规则并不熟悉，但这

不妨碍她们参与其中、感受体育氛围。

让张腾最惊讶的是，曾经“每天睡到中

午，很少参与集体活动”的舍友，现在一反常

态，每天早上 7 点多便起床拉着张腾去吃早

餐、看比赛。

作为篮球运动员，张腾在观赛中也被选手

不放弃、不服输的体育精神深深感染。在一场

排球赛中，两支球队比分悬殊，但落后方没有

气馁，依旧在赛场中拼命追分、防守、进攻，

进球之后依然会呐喊，也会在输掉比赛后相互

拥抱。

这场比赛改变了张腾的很多观念。之前打

篮球时，张腾会在比分差距被对手拉大时拒绝

上场，“当时觉得上场挺丢人的”，但在前不久的

一场篮球比赛中，他所在的球队处于劣势，张腾

秉持着不放弃的精神“拼到了最后”。

“营造体育氛围只是一个手段，学校的核

心思想是让学生们身体、心理健康”，程明希

望学生在看到学青会比赛后也有运动意识，

并且通过参与体育项目实现“终身体育”的

目标。

学青会体育场馆“上新”大学体育氛围热烈

（上接 1版） 统筹全校思政工作力量，组建由党政干部、思政教师、

团干部等构成的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辅学力量，用好郑德荣同志先进

事迹陈列室，依托“长白山科技大侠”胡全德老师、“扎根科技小院

的优秀共产党员”王秋举等优秀教师资源，深入团支部广泛参与指导

团支部开展理论学习。

延边大学抓实“分类+规范”举措

一是确立“五有”团校模式，抓严抓实团校管理，确保团校有组织架

构、有课程体系、有师资队伍、有学员管理、有阵地建设。二是聚焦“五

类”培训对象，面向入团积极分子、团学骨干、理论宣讲团、民汉双语志

愿服务团、创新创业人才 5类重点人群开展针对性培训。三是落实重点

举措，制定 1个具体的培养目标、3个有针对性的培训主题、形成 1份具

有身份特点的“培养成果”，着力加强对广大团员和青年的政治引领。

吉林：探索高校大学生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的新机制

本报讯（楠秾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超）“赶集要赶早，浇花

要浇根，大学本科生中蕴藏着巨大的创新力量值得我们去开发。”日

前，在南京农业大学体育中心，一场以球为媒的大学生涯第一课在

2000多名新生中开讲。

授课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沈其荣。他从大学

生的人生目标、成长定律说起，结合所在团队的科研故事，引导大一

新生树立远大抱负、厚植爱农情怀，培养奋发向上的意志品质、积极

探寻农业科研的乐趣。沈其荣强调，做学问首先要懂得做人的道理。

谈及成长定律，沈其荣鼓励新生要有“生如夏花”的人生态度，祛除

功利与浮躁、久久为功，善于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学有所成能够感

恩父母、回报国家。

院士团队还与新生联队进行一场篮球比赛。理学院大一学生赵雅

妮说：“很荣幸能和院士一起打球。没想到沈院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

科学家，篮球打得也这么好。”

近年来，在南京农业大学，每年开学初，沈其荣院士都会和他的

团队以球为媒、以球会友、以球授课，与广大新生同学开展一次面对

面互动交流，用篮球联赛这种特殊又亲近的方式开启同学们大学生涯

的“第一课”。

院士的篮球思政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