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美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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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12月14日， 中建二局5个创
新工作室携带多项 “黑科技 ”，
亮相2018年国际创新创业博览会
“大国工匠” 展区。

在中建二局展台前， 李光远
劳模创新工作室、 李政劳模创新
工作室、 王宏彦劳模职工创新工
作室 、 王青工匠人才创新工作
室、 石荣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
作室的展出成果分外抢眼。

李光远劳模创新工作室携带
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
电技术———华龙 1号模型参展 ，
引得众人驻足拍照留念， 该创新
团队主要攻关核电领域工程进
度、 安全质量管理、 科技创新等
核心问题。 李政劳模创新工作室

突破中国电力施工史上一次性连
续整体浇筑的最高纪录， 打破国
外预应力管道灌浆领域的技术垄
断， 自主研发的牺牲混凝土在我
国核电站建设中首次使用。 王青
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带来了软基
处理工艺沙盘、 机械埋设滤管施
工技术、 节能型真空预压施工技
术， 后两项已经申请国家专利。
王宏彦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是以
技术英杰、 河南省五一巾帼奖获
得者王宏彦命名， 该创新工作室
又设立了十几个分站， 攻克了郑
州市陇海路高架快速通道横跨南
水北调特大桥工程的施工难题。

石荣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
作室的工地 “科技+”无人机 ，除

传统的高空图像监控功能外，可
根据施工需要灵活更换载客平台
设备，具备热成像仪、测高雷达等
多项功能。 VR虚拟可视化系统，
“沉浸式VR安全体验” 增加一线
作业工人安全敏感性， 有效降低
安全事故发生率。 “VR虚拟漫游”
可实现观摩者以第一人称视角的
方式漫游整栋建筑， 施工细节覆
盖100%。 “天眼”智慧监控系统，
实现实时动态显示人员定位及越
界报警， 施工人员位置信息随时
可查，保证地上、地下施工现场无
死角。

正是有着创新工作室的一项
项 “黑科技”， 推动了中建二局
快速发展。

中建二局

昨天， 记者从北京二商王致
和食品有限公司了解到， 公司自
2009年改制重组后， 2018年营业
收入预计完成11亿余元， 利税总
额达1.2亿元， 增幅60%以上， 营
业收入、 利润总额、 职工人均收
入均按照年度经营目标以及工资
集体协商专项合同签订的目标保
持持续增长。

据了解， 王致和目前不仅在
北京市场的覆盖率达到 95%以
上， 国内遍及34 个省市自治区，
还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由一块块小小的臭豆腐起家的王
致和， 缘何历经300多年仍旧保
持着发展的活力？ 王致和负责人
只简单地说了四个字———传承 、
创新。

做腐乳有30多道工序 ， 选
料、 泡豆、 磨浆、 浆渣分离、 制
坯、 抓块、 摆块、 前期发酵、 腌
制 、 装瓶等 。 此前都是手工操
作， 随着时代的发展， 大部分工

序实现自动化。 “虽说现在是工
业化规模生产 ， 但传统的制作
‘秘籍 ’ 不变 。” 王致和负责人
说， 即便市场供不应求， 人工、
生产时间也不会有丝毫的削减。

“红腐乳呈现的红色为天然
色素红曲的颜色， 而红曲是以大
米为原料 ， 经红曲霉菌发酵而
成。” 据了解， 王致和的红腐乳、
白腐乳、 臭豆腐中不添加任何防
腐剂。

经过多年的攻坚克难， 王致
和自主创新形成了低盐化腐乳核
心技术， 2010年初正式上市了低
盐度的鲜香腐乳， 比市场售卖的
腐乳盐分平均含量降低 40%左
右。 口味清淡， 发酵更加充分彻
底， 在继承了王致和腐乳 “细、
软、 鲜、 香” 的传统优良品质特
点的同时， 腐乳独特的鲜香、 醇
香 、 酯香的口味更加突出 。 当
前， 王致和腐乳产品已形成了几
十个品种。

2008年， “王致和腐乳酿造
技艺” 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作为腐乳行
业的领头羊 ， 为了保证产品质
量、 提升产品形象， 王致和不断
自主创新， 拥有4项发明专利、 9
项实用新型专利。 2016年引入卓
越绩效管理模式， 并于2017年荣
获 “第二届北京市人民政府质量
管理奖提名奖”。

目前， 王致和腐乳不仅在各
大超市随处可见， 还开启了多元
化网络推广手段， 搭建了微信公
众号和微商城。 消费者只要动动
手 指 上 上 网 ， 就 能 在 家 坐 等
腐 乳 送上门 。 不仅实现了经济
效益稳步增长， 还带动了就业，
实现了社会效益增长。 今年， 王
致和将生产重心转移至生产加工
基地， 产量的增加带动了当地市
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员再就业， 带
动农户数2.18万户， 带动农户增
收近亿元。

石景山区2018年学生机器人
竞赛上周末在石景山外语实验小
学分校举办，全区15所学校239名
学生报名参赛，围绕智趣搭建、智
能穿越障碍、 救援挑战等项目展
开角逐。

竞赛由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
分院主办， 石景山区教育学会协
办， 石景山区外语实验小学分校
承办。据悉，机器人教育已在石景
山区各校广泛开展， 并融入日常
教学中， 比赛是为了参加全国和
北京市举办的 “中小学师生电脑
作品竞赛”“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
与实践竞赛”“全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竞赛”“明天小小科学家” 等相
关竞赛和活动选拔种子选手。

享受企业发展成果 职工近十年收入持续增长
王致和年销售额将超11亿元

近日，来自全国各省市医疗
急救机构从事空中急救工作的
70余位医生、护士、管理人员参
加了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
政医管局委托中国医学救援协
会、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
心（999）主办的首期全国空中医
疗急救专业培训班学习。

为期五天的培训里， 来自
中国民航局、 军事科学院系统
工程研究院、 999急救中心等单
位的专家就航空救援相关法律
法规， 空中医疗急救装备及标
准化建设， 航空器消毒与防控，
转运前病情评估 ， 多发创伤 、
呼吸重症、 神经重症的航空医
疗救援， 空中医疗常用护理技
术与操作等内容进行了授课 。
除理论学习外， 学员们还进行
了救护车上车、 技能工作站和
直升机上机培训 “三位一体 ”
的实地实战技能操作训练， 在

飞行中进行各项医疗急救操作，
真实体会空中医疗急救的特点
和要领。 参加培训并通过考核
的学员 ， 获得了统一编号的
“国家空中医疗急救资格证书”，
具备在我国开展空中医疗急救、
护送伤病人的资格。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和北京
市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将定期
开办 “全国空中医疗急救专业
培训班”， 针对全国空中医疗急
救从业单位和人员进行专业培
训， 以保证我国空中医疗急救
事业科学、 有序、 安全地开展。
同时，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也将
以组织培训为抓手， 开展多种
形式的研究和讨论， 以整合国
内外空中医疗急救的成果和经
验， 协助制定 《航空医疗救援
管理办法》， 进一步提升我国空
中医疗急救能力建设， 推动我
国医学救援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本报记者 唐诗

全国70余名医护人员学空中急救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石景山239名学生比拼机器人
12月12日，位于东城区东花

市街道花市枣苑社区东门的“儿
童之家”正式开班，历时一年左
右的整治终于结出“硕果”。

浅蓝色的墙壁上描绘着大
树和长颈鹿，橘黄色的六边形折
叠桌搭配着褐色小椅子，数个五
颜六色的方形块以半圆形的方
式围着墙壁上的卡通门，给人温
馨的感觉。 “建‘儿童之家’就是
为了给我们社区的居民们提供
一个好的亲子场所，让孩子们能
享受到更多 、 更好的启蒙教
育。 ” 东花市街道党群工作办公
室副主任赵晓萌说。

别看儿童之家现在建的这
么好，它的前身可是一家图文印
刷社。 “图文印刷社占用了本就
不宽的小区人防出口，将小区的
金属围栏拆出了一个大洞，开墙
打洞后将店铺的大门改建在了
临街的路边，房顶上还立起违规
的广告牌匾。 ”东花市街道城管
执法人员刘陶翻出手机里的照

片介绍道。
为响应北京市“疏解整治促

提升”专项行动的号召，将民防
出口还归于民，2017年， 东花市
街道联合城管、消防等部门综合
执法，封堵小区东门边上的私开
门，并重新规划设计，用作社区
“儿童之家”。经过近一年的装修
设计、配备配套设施 ， “儿童之
家”正式开始运营。

据了解，枣苑“儿童之家”由
东花市街道妇联主办，并聘请专
业化的亲子家庭教育团队悠贝
成长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儿童
之家”每周二至周日免费对社区
居民开放，每周8节课。因课程容
纳人数有限，所有课程均需提前
预约。 “儿童之家” 正式运营之
后，将从阅读、艺术、儿童素养等
多方面入手，运用故事会、绘本
之旅、音乐律动、儿童礼仪、英语
阅读等多项课程，促进儿童身心
发展，提升亲子关系，打造一个
“儿童素养实践基地”。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图文印刷社变身儿童之家

双创博览会上亮出“黑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