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市今年新建、提升500个蔬菜零售网点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举行的全年商务
工作会议上了解到，自2015年以
来，本市累计疏解提升市场1032
个、 物流中心106个。2018年，将
再疏解提升市场159个、 物流中
心17个，同时将推进公益性农产
品市场体系建设，新建和规范提
升蔬菜零售网点500个以上 ，以
便利市民生活。

市商务委主任闫立刚介绍，
2017年， 本市疏解提升市场241
个、物流中心55个 ，涉及建筑面
积约438万平方米， 重点地区全
面收官， 像动物园地区12家、大
红门地区45家市场以及天意、万

通、永外城市场全部完成疏解提
升。闫立刚表示 ，在推进非首都
功能疏解的同时，本市不断提升
生活性服务业品质 ，以 “撤一补
一”的原则确保总体服务面积和
服务功能不变，确保便民服务功
能不受影响。2017年， 本市建设
提升蔬菜零售、便利店等各类便
民商业网点1210个，近四分之一
是疏解整治促提升补建网点。

自2015年提高生活性服务
业品质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共新
建或规范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
点3685个 。今年 ，将疏解提升市
场159个、物流中心17个，三环内
区域性专业市场疏解工作取得

明显进展 。同时 ，推进公益性农
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快农产品
流通中心建设升级，新建和规范
提升蔬菜零售网点500个； 全年
建 设 提 升 基 本 便 民 商 业 网 点
1400个以上，全市基本便民商业
服务功能在城市社区覆盖率达
到92%左右； 新建10家社区商业
便民综合体。

此外，将出台通州区商业服
务体系规划建设指导意见，高水
平建设城市副中心商业设施。还
将完善重要产品追溯体系，扩大
肉菜追溯节点覆盖范围，猪肉追
溯和蔬菜追溯节点数增至1900
个和2600个。

疏解提升市场159个 物流中心1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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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北京
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
（2018-2022年）》昨天发布。今后
五年， 本市将扩大师范生招生规
模， 并大力度公开招聘历史、地
理、体育等紧缺学科教师，加快解
决中小学教师来源不足的问题。

记者当天从市教委获悉 ，本
市将多措并举扩大教师来源，其
中今年增加2350名师范生培养计
划，并连续五年保持稳定。具体措
施包括扩大本市三所院校培养师
范生的规模，每年增加1000名，即
首都师范大学增加400名师范生
招生计划，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

院增加400名师范生招生计划，首
都体育学院增加200名师范生招
生计划。

支持相关院校增设相关学科
教育专业（师范），即支持中国音
乐学院、北京服装学院、北京舞蹈
学院增设音乐、美术、艺术教育专
业（师范），每校调剂出50个市属
高校招生指标， 用于该校增加招
收师范生。 支持北京青年政治学
院增设学前教育专业 （师范），调
剂出150个市属高校招生指标，用
于该校增加招收学前教育专业师
范生。 以上四所院校招收增设相
关教育专业的学生均可享受北京

市师范生相关政策。
委托相关院校培养师范生 ，

包括委托北京师范大学与首都师
范大学合作培养高层次教师；委
托中央民族大学每年培养50名美
术教育专业师范生； 委托中华女
子学院每年培养200名学前教育
专业师范生。

扩大北京城市学院 （每年招
收150人）、北京汇佳职业学院（每
年招收150人）、 北京培黎职业学
院（每年招收100人）、北京京北职
业技术学院 （每年招收100人）等
学院学前教育相关专业招生规
模，增加500个学前教育专业培养

计划。
定向培养高水平优秀毕业

生。 委托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部）和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
院、教育学院）为北京市定向培养
高起点的教师， 每年面向北京地
区高校招收200名非京生源非教
师教育类专业在读研究生， 参加
为期一到两学期的教师教育类课
程专项培训， 并取得培训合格证
书。经参加相关区（学校）公开招
聘（须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并同
意录用，所需进京指标优先保障。

此外，针对历史、地理、音乐、
美术、体育等教师紧缺的学科，本

市将加大公开招聘教师的力度。
为缓解城区教师的结构性短缺问
题， 从2018至2020年， 每年为东
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
山等六个城区及十个远郊区的城
区中小学校， 公开招聘中小学历
史、地理、生物、政治、音乐、体育、
美术等紧缺学科教师 1000名左
右，所需进京指标优先保障。

落实国家的 “银龄讲学计
划”，市教委要求各区根据实际需
要， 积极做好教师延长退休年龄
审批工作； 鼓励支持乐于奉献、
身体健康的退休优秀教师到乡村
和基层学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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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超）平谷通
过实施北京平原造林工程、京津
风沙源治理等造林工程，森林覆
盖率达到66.94%，林木绿化率达
到71.58%，今年将迎来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验收，这是记者昨天从
平谷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上了解到的。

平谷副区长付湘生表示，平
谷将牢牢把握“生态立区”主线，
结合土地、 城市建设等区域规
划，统筹城镇乡村路、山水林田
湖、 人文地产景等资源要素，提
质升级，打造精品，做到城区、乡
镇、村庄“三位一体”。经济林、生
态林、景观林“三林共建”，路网、
水网、农田林网“三网融合”，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三
效合一 ”，形成 “蓝天 、碧水 、绿
地”的宜居、利居、乐居环境。

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过程
中，平谷研究制定美丽乡村建设
规划， 按照乡村田园化的标准，
统筹策划村庄发展定位，不断提
升民俗旅游档次，优化村庄发展
格局，着重发展休闲度假、创意
农业、农耕体验、乡村手工艺等。

2018年是平谷区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验收年， 该区制定了
《平谷区创建森林城市“百日”宣
传工作攻坚专项方案》， 成立了
创森工作专班，制定了关于《国
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资料收集
工作方案。

本市多措并举“筹集”中小学教师

新新时时代代 新新气气象象 新新作作为为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记者
昨天从延庆区了解到，《北京市
延庆区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
规划》已编制完成。未来10年，延
庆区将按照总规部署，加快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打造首都生态文
明建设金名片的步伐。

延庆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
境内有松山、 玉渡山等10个国
家和市区级自然保护区， 总面
积55168公顷， 占区域总面积的
27.6%， 湿地面积近3317.4公顷。
今年，延庆区完成京津风沙源治
理、平原生态林管护与山区林木

抚育累计31.7万亩，彩色树种造
林新增1800亩，野鸭湖国家湿地
公园保护与恢复工程基本完成。
森林覆盖率已达58.41%，林木绿
化率达到70.95%。

据了解 ， 下一步 ， 延庆区
将着力厚植生态本底， 全面提
升环境景观品质， 深入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 持续提升生态廊
道和重要节点的生态环境质量，
实施新一轮百万亩造林、 京津
风沙源治理、 森林健康经营等
工程19.25万亩， 推动全区森林
绿化率达到58.66%。

延庆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规编制完成
本报讯（记者 白莹） 记者昨

天从海淀区“两会”获悉，海淀区
在“医养结合 ”领域尝试开展多
种服务模式，通过不同方式探索
各类老人的医养服务需求。医养
结合工作将通过多种途径增加
老年健康服务资源，重点增强住
院康复、日间康复和入户康复相
结合的老年康复护理能力，探索
建立老年护理分级管理模式。

该区统筹医疗卫生与养老
服务资源布局，重点加强老年病
医院、康复医院建设 ，支持利用
率较低的医疗机构向老年康复

护理医院转型 。目前 ，羊坊店医
院转型康复医院工作正在有序
开展；北京老年医院 、海淀医院
正在积极开展安宁疗护试点工
作， 开放安宁疗护床位42张，已
列入国家级试点；中关村医院也
正在建立健全“海淀区老年健康
管理指导中心”； 海淀医养结合
中心将开展远程数据监测、慢病
防控等项目。

未来，海淀医养结合工作将
通过多种途径增加老年健康服
务资源， 重点增强住院康复、日
间康复和入户康复相结合的老

年康复护理能力，探索建立老年
护理分级管理模式，加强互联网
等新技术手段在老年健康管理
中的运用，改善老年人群体获得
健康服务的便利性。

平谷“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进入验收年

今年增加2350名师范生培养计划

海淀多模式促医养结合助力老有所依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记者
昨天从石景山区“两会”了解到，
为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年内全区
将达到100家规范化蔬菜零售网
点和100家生活性服务业网点。

截至目前，全区已经建成规
范化蔬菜零售网点70个、生活性
服务业网点50个，新建立体停车
楼6座， 新增停车位10151个；已
建成了养老照料中心9家、 养老
驿站40家，基本实现了养老设施
全覆盖；71个老旧小区的居民自
我管理委员会全部成立，居住环
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同时，启动
实施了北辛安、衙门口两个长安
街西延线最大的自然村改造，北

辛安从启动征收到实现供地仅
用1年， 衙门口从规划稳定到启
动征收仅用8个月， 均压缩时间
近1年， 创造了石景山棚改新速
度， 为1.1万户居民改善了居住
条件和生活环境。

今年全区将继续开展 “双
百创建” 工作， 年内达到100家
规范化蔬菜零售网点和100家生
活性服务业网点。 同时， 全力
推进棚改工作， 统筹组织西黄
村、 北辛安、 衙门口3个在施项
目建设 ， 加快中东部平房区 、
广宁高井麻峪地区、 五里坨建
设区3个项目前期手续办理， 加
速推进全面城市化。

石景山将建成100家蔬菜零售网点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
上午， 记者从大兴区 “两会”获
悉，2018年， 大兴区将全力做好
新机场建设服务保障，高水平建
设新机场及临空经济区，同时做
好运营服务保障，持续做好红线
内水电供应、建设监管、道路、秩
序维护等服务保障工作 ， 确保
2019年通航。

机场办副主任赵建国介绍，
新机场周边将打造150平方公里
临空经济区，其中北京地区50平
方公里，河北地区100平方公里，

共分为三个部分，包括位于新机
场东北侧80平方公里的航空物
流区，位于新机场正南侧50平方
公里的科技创新区，位于机场正
西侧面积20平方公里的服务保
障区。北京涉及航空物流区和服
务保障区，20平方公里的起步区
力争今年启动。

2018年，临空经济区内涉及
的三条道路，包括大礼路 、永兴
北路、青礼路等三条路以及沿路
管廊，必须全面启动建设。同时，
临空经济区噪声治理工作今年

启动建设。赵建国说 ，大兴区将
深化噪声区治理工作，扎实做好
前期调研工作，加快推进噪声区
治理方案编制，多渠道解决噪声
区治理资金需求。

据了解 ， 大兴区为新机场
2019年正式通航做好准备，围绕
机场建成通航 ，将全力保障 “五
纵两横”交通网建设 ，做好征地
拆迁。目前，新机场主体工程已
封顶封围，“五纵两横”综合交通
骨干网加速建设。“五纵两横”路
网同步开通。

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起步区今年开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