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昱郁）“非常感谢社工
和志愿者的帮助，孩子不仅学习效率高了，
性格也变得开朗了！”近日，一位困境儿童家
长给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发来感谢短信。

今 年 暑 假 ，市 未 成 年 人 保 护 中 心 联 合
社工和志愿者，开展了“学习加油站”课业
辅导服务项目，招募了 31 名志愿者为 15 名
困境儿童一对一或一对多辅导作业，开展
心理辅导等。志愿者不仅辅导作业，还指
导他们学会识别情绪、理解情绪以及运用
心理学知识调试情绪，还用心理教育专业
方 法 和 案 例 引 导 他 们 树 立 积 极 健 康 的 心
态，学会正确看待情绪问题，不回避心理问
题，让困境儿童在学习与生活中不迷失方
向。“我明白了要积极应对学习生活中遇到
的困难和挫折，学会倾诉、学会求助、学会
表达，不能以消极情绪面对生活。”困境儿
童小玲（化名）说。

今年以来，该中心创新课程普及、服务
跟进等手段载体，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立
体化的学习、心理健康支持和服务，筑就青
少年心理健康的温馨港湾，让他们成长的每
一步都沐浴在阳光之下。

本报讯（记者 孙向阳）记者日前
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2024 中国农民丰
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 9 月 22 日在河南
兰考县代庄村举行。为展示我市优质
农产品，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我市精
心组织了 4 家企业，携 60 多款“大同黄
花”特优农产品到现场展览展示。

此次丰收节以“学用‘千万工程’
礼赞丰收中国”为主题，组织了丰富多
彩的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全面展现
乡村振兴示范新场景、现代农业新模
式、中原农民新风采，绘就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新画卷，激发农民群众创造美好
生活的干劲，以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
更好更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
国各地的优质农产品、农机企业进行了

展览展示，有黄花、蜂蜜、红枣、杂粮、水
果、蔬菜等农产品以及新型农机农具。

我市宜发同诚、冰华、三利、大威皇
4 家大同黄花生产加工企业亮相，共展
出晒干黄花、烘干黄花、冻干黄花、黄花
啤酒、黄花饼、黄花酥、黄花脆等“大同
黄花”系列产品，深受嘉宾和采购商的
青睐，前来咨询的客商络绎不绝，众多
嘉宾驻足品尝，对黄花脆、黄花饼和黄
花啤酒赞不绝口，各类产品销售一空。

参加 2024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
活动，是“大同黄花”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的重要一步，也是促进经济文化交流
的新起点，我市将继续以市场为导向，
拓展黄花销售，让全国人民都能品尝到
营养美味的大同黄花。

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河南举行

60多款“大同黄花”特优农产品亮相
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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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顺畅交通 高颜值扮靓市容

空中鸟瞰跨御河景观人行天桥空中鸟瞰跨御河景观人行天桥（（九曲桥九曲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于宏于宏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崔莉英）9 月 25 日 ，
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 产 品 专 委 会 2024
年 会 暨“ 推 动 博 物 馆 高 质 量 发 展 ：文
创 的 力 量 ”研 讨 会 在 我 市 举 行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文 博 单 位 的 博 物 馆 馆 长 、行
业 代 表 和 专 家 学 者 在 同 以 文 会 友 、交
流 互 鉴 。

中 国 博 物 馆 协 会 文 创 产 品 专 委 会
2024 年会，总结了一年来文创产品专业

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共同探索开启新一
年博物馆文化创新之路，推动博物馆文
创研究、引领博物馆文创工作高质量发
展。在年会表彰环节，大同市博物馆和
市博物馆职工赵凯丽作为 2024 年为专
委 会 建 设 做 出 突 出 贡 献 的 委 员 单 位 及
个人获得表彰，大同市雕塑博物馆添列
中 国 博 物 馆 协 会 文 创 产 品 专 委 会 会 员
单位。

在同日举办的“推动博物馆高质量
发展：文创的力量”研讨会上，重庆博物
馆、上海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甘肃省
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等博物馆负责人
现场分享和交流了博物馆文创的成功案
例、探索实践和创新思路。市博物馆文
创产业部赵凯丽作了《用文创+打开城市
文旅融合的故事》的主题作言，获得参会
嘉宾的好评。

中博协文创产品专委会年会在同举行

““大同黄花大同黄花””特优农产品受特优农产品受
参会人员欢迎参会人员欢迎（（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交通兴，则城市兴。从空中俯瞰大同，
可以看到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桥梁横跨在御
河之上，它们成功串联起御河两岸，市民的
出行变得更方便、快捷。

北环桥提前 235 天实现了正式通车，
刷新了城建新速度；建设涉铁路、公路顶进
桥 40 座，同煤高架快速干线的通车打通了
多年的交通困扰；新建各主次干道及御河
的人行天桥 35 座……多年来，我市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捷报频传，路网“骨架”快速拓
展、市政功能逐步完善、出行环境不断优
化，一幅记载着非凡“城迹”的壮美画卷正
徐徐展开。

飞架东西连双城
桥梁铺就“快速路”

御河，大同最美的中轴线，一轴双城、
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畅行大
同，桥之增与城之变互为映照，成为城市发
展的鲜明注脚。

“我们老一辈人仍记得早年间的御河
桥，一座木结构的桥梁，那是大同东部进城
的必经之路，桥面是铺了石子的土路，桥宽
仅可供两辆马车并列通过。如今，御河上
的桥都已经是现代化的桥梁，桥宽多了，也
美多了。”79 岁的市民张德明乐呵呵地说，
他经常沿着御河散散步，感慨城市发展之
快，日子也越过越舒心。

2008 年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
展，一座座跨御河桥梁陆续兴建，由北向南
依次为北环桥、平城桥、兴云桥、北都桥、迎
宾桥、南环桥、开源桥，它们造型各异，犹如
一道道彩虹，将御东新区“六横七纵”主干
线路网格局和老城区“五横六纵”主干线路

网格局相连接，密织出一张资源互通、机遇
共享、优势互补的发展网，从而推动城市经
济快速提升。

御河上每一座桥梁的设计都融入了城
市 的 特 色 和 精 神 ，成 了 城 市 形 象 的 一 部
分。夜幕降临时，御河两岸灯火通明，楼宇
外的灯光照射在御河水面上，显得分外妖
娆。许多夜间在此散步的市民不禁驻足，
掏出手机拍下这些美丽的画面。

立体过街很安全
城市“脉络”更通畅

“以前送孩子上学，需要过马路，要绕
很远，得 10 多分钟，现在几分钟就能到，安
全又方便。”开源街智家堡公园人行过街天
桥今年 4 月投入使用，蓝色玻璃装饰的人
行过街天桥造型轻盈美观，充满现代气息，

骑行者可以通过无障碍坡道轻松通行，步
行市民可以选择沿楼梯过街，行动不便的
老人也有了“慢慢来”的便利。

人在桥上悠然行走，车在桥下快速奔
驰。这样一幅秩序井然的画面正在我市各
主次干道上生动展现。2016 年，御河西路
一中初中部与水泉湾龙园西门之间建起第
一座人行天桥，之后相继建成北都街人行
天桥、大同宾馆人行天桥、华林新天地人行
天桥等。崭新的天桥、畅通无阻的人行通
道，在我市交通枢纽、医院、学校等易拥堵
路段，为市民出行构建起“立体”交通网络，

有效改善了区域交通，保障了市民交通安
全，让城市“脉络”更畅通。

“近年来，我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步伐，我们根据市民出行不断更新人行天
桥，从单一的楼梯到增加推坡，现在升级成
了无障碍坡道。”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城市建设关乎民生，我市始终以人为
本，把群众出行安全放在首位，人行天桥解
决了车辆与行人的安全通行问题，极大提
升了居民的幸福感与满足感。截至目前，
我市已投资建成人行天桥共计 35座。

去年年底，同煤快线南北段（枫林逸
景 至 十 里 铺 村）、平 城 街 西 跨 铁 路 大 桥

（市供水排水集团公司南门至武州路）两
项 重 大 交 通 枢 纽 工 程 陆 续 通 车 ，缩 短 了
城 市 西 部 居 民 和 企 业 职 工 的 出 行 时 间 。

“受铁路编组站的影响，铁路西侧居民只
能从拥军路下穿铁路通道（七中桥洞）通
行 ，每 逢 暴 雨 过 后 ，我 们 回 家 就 成 了 问
题 。”新 和 锦 城 居 民 李 建 佳 告 诉 记 者 ，自
从 去 年 年 底 平 城 街 西 延 跨 铁 路 桥 通 车
后 ，这 座 桥 就 成 了 他 每 天 上 下 班 的 必 经
之 路 。 行 驶 在 平 整 的 桥 面 上 ，李 建 佳 由
衷地为这项惠民工程点赞。

一座座桥梁，记录着城市的变迁与进
步。今日的大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城市
路网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现代都市建筑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诉说着新时代的奋斗
篇章。 本报记者 辛雅君

“学习加油站”
服务困境儿童

座座桥梁见证大同城市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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