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3月28日在沙河市十里亭镇东葛泉村拍摄的油菜花。随着气温回升，河北省沙河市十里
亭镇近万亩油菜花盛开，吸引游客前来踏青赏景，感受春的气息。近年来，沙河市依托农业龙头企
业，发展生态观光旅游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田晓丽摄

油菜花开美如画 金色花海醉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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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钟社区生活圈”如何落地？
上海徐汇这些“生活盒子”传递暖意

记者 28日从教育部获悉，国家智慧教育读
书平台于当日正式上线。该平台依托数字技
术，通过汇聚优质资源、营造互动场景、展示阅
读成果，为不同学段学生、社会公众提供丰富多
彩的读书空间。

据介绍，平台一期重点围绕青少年读书空
间、老年读书社区组织建设，同时向用户推荐中
国语言文字博物馆、中国数字科技馆等优质资
源平台。其中，青少年读书空间设“人文社科”

“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四个栏目，提供电子
书、导读、书评、读书心得等相关内容，既引导青
少年学生阅读经典，又注重分享前沿科技，提升
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能力。老年读书社区提供
贴近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优质读书资源，努
力为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创造更

好条件。
此外，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集聚优质

语言文化资源，支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中华
优秀语言文化学习研究，打开中华优秀文化传
播新窗口。中国数字科技馆集成和分享优质科
普资源，提供场景式、沉浸式科学教育体验，激
发学生科学兴趣。

据悉，下一步，平台将持续加强适宜、优质、
多样、健康的阅读资源建设，优化平台功能、创
新读书分享方式，展示“书香校园”“书香班级”

“读书标兵”和优秀读书报告等，着力打造全民
关注、全民参与、全民成长的实践型、智慧型读
书平台，助力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学习型大国。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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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正式上线

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8日在
京揭晓，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山东临淄
赵家徐姚遗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河南偃
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河南安阳殷墟
商王陵及周边遗存、陕西旬邑西头遗址、贵
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吉林珲春古城村寺
庙址、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浙江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入选。

宣布结果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
示，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
目，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杰出代表，
以更加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我国百万年的人
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据悉，本届推介活动共收到32个参评考
古项目，经过初评、终评等环节选出2022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徐壮 施雨岑）

2022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3月28日，在武汉渔政码头放流活动现
场，工作人员将中华鲟从池中打捞出来进行
标记。当日是中华鲟保护日，武汉渔政码头
和军山码头分别举行中华鲟放流活动。

伍志尊摄

武汉举行中华鲟放流活动

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
的。目前，各地正在打造“15 分钟社区生活
圈”。如何在步行15分钟的范围内，让群众日常
生活所需的养老、医疗、文体等服务触手可及？
记者近日在上海中心城区徐汇走访了解到，一
个个集成了各种社区服务的“生活盒子”正在传
递城市暖意。

繁华热闹的徐家汇商圈是上海的商业中心之
一。走进位于徐家汇的赵巷片区“生活盒子”，一幢
八层楼的建筑，按不同楼层分别规划了社区食堂、
医疗卫生、养老幼教等各种服务。上午9点左右，
已经有不少老人在“生活盒子”内的长者运动健康
之家锻炼身体。有的进行划船机训练，有的在卧式
健身车上运动，十分热闹。家住附近的姚阿姨67
岁了，“我每天都来，这里和外面的健身房不一样，
器材适合老年人，还有专门的教练指导。”

邱巡洲是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馆长。
他翻着登记表说，有 134位老人日常在这里锻
炼，每个人都有单独的健康档案。“这里的器械
主要针对老年群体，像划船机可以锻炼上肢力

量，预防肩周炎。因为政府免房租，所以费用只
要每月99元。”

除了服务好“一老”，还要保障好“一小”。
在“生活盒子”内的一间教室里，10多个孩子围
成一圈，在老师带领下开展亲子早教。金芒果
社区育儿服务中心负责人陈晨说，这里的早教
服务是普惠性的，今年刚推出就排满了。“很多
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带来的，上午上完课，中午就
在楼下的社区食堂吃饭，非常方便。”

“‘生活盒子’是一个形象的比喻，通俗来说
就是社区生活服务综合体。徐家汇商圈土地金
贵，所以政府就发挥‘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神，
把原来的社区公共文化中心改造成‘生活盒
子’。”徐家汇街道党工委书记万小岚说。

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要充分问计于
民、问需于民。在徐虹北路片区“生活盒子”，社
区食堂是最受欢迎的生活服务之一。中午时
分，社区食堂坐满了前来就餐的周边居民和上
班族。这里的招牌咸肉菜饭远近闻名，一顿饭
二三十元就能吃饱吃好。

“这里的物业是政府提供的，不收房租，但
要求我们控制菜品价格，一般相当于市场价格
的八折。另外，针对社区内60岁以上的老人，还
能按年龄段再打折。很多老人经常来社区食堂
就餐。我们一天要接待近千人次就餐。”社区食
堂运营方负责人告诉记者。

除了常规的社区食堂、医疗卫生、文体活动
等，不少“生活盒子”还因地制宜提供特色服
务。在乐山片区“生活盒子”，街道把钟表维修、
缝补衣服等“小修小补”类的能工巧匠请进来摆
摊设点。目前，整个徐汇已建成 28个各具特色
的“生活盒子”，计划今年还要新建11个“生活盒
子”。根据居民需求的变化，这些“生活盒子”还
可以优化升级，真正成为功能多元的“百宝箱”。

徐汇区委书记曹立强表示，依托党群服务
阵地，在群众最方便的地方建设“生活盒子”，把
更多的社区服务集成导入，保障居民足不出片
区就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不断丰盈的“15分
钟社区生活圈”，让服务群众和基层治理的“最
后一公里”织得更牢更密。（何欣荣 郭慕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