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于1月12日召开。 北京政协委员、
知名演员冯远征昨天在会场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会议
中， 他最关注的是文化领域的议
题———“戏剧进校园”。 他建议培
养稳定的专业师资力量，推动“戏
剧进校园”的步伐与规模。

冯远征介绍， 他在调研中发
现“戏剧进校园”的口号被广为宣
传，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戏剧教
育在学校的普及性依然有待提
高。“有些学校做得很好。 比如金
帆艺术团，经过多年的坚持，已经
做得很见成效。 然而除了做得比
较好的几所学校之外 ， 戏剧进
校 园 项 目 存 在 着 依 靠 少 数 老
师 或 校 领 导 的 兴 趣 来 维 持 的
现象，尤其是师资队伍不够稳定。”

冯远征提出， 戏剧进校园需
要稳定的师资队伍和成体系的教
学内容， 这是将这项工作做扎实
的重要步骤。 “师资培养可以通
过两种方式。 第一种， 培养一批

在校老师， 专门负责戏剧进校园
的工作； 第二种是发动有专业特
长的专家、 艺术家进入学校参与
到戏剧进校园工作。我个人认为，
这两种方式可以同时进行， 两条
腿走路。”

冯远征表示， 他认为第一种
方式更为重要，“应在专业院校专
门培养一批老师进入校园， 专职
做戏剧教育与普及工作。”

本报记者 李婧/文 孙妍/摄

戏剧进校园需要专业师资力量
冯远征委员：

昨天下午， 北京市政协第十三届二次会议召开小组会， 三位工会
界别委员正在利用短暂的会议休息十分钟， 讨论新鲜出炉的政府工作
报告。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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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底，北京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达18.5万辆， 在全国
88个城市中，不管是在推广力度、
应用数量、政策完备性上，都是全
国标杆。”正在召开的市政协全会
上， 市政协委员、 北汽集团工会
主席张辉向大会提交关于新能源
汽车推广的建议，他提出，借助北
京市2022年冬奥会契机， 发挥首
都示范作用， 打造新能源汽车应
用示范城市。

北京市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
越来越近， 张辉委员希望借机发
挥首都示范作用， 打造新能源汽
车应用示范城市。冬奥会期间，可
全面展示北京市新能源环保城市
形象，围绕着2022年冬奥会，全市
在公安执勤、公交、环卫、出租等
公务用车方面全面新能源化。全
面展示北京市智慧出行城市形

象，充分展示北京包括无人驾驶、
智能网联、智慧交通、燃料电池汽
车等高精尖技术。 全面展示北京
市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水平，打
造北京市“高新特”名片。发挥北
汽在新能源领域的优势， 提前进
行产品与技术的全面对接。

根据当前北京市新能源汽车
推广的实际情况， 张辉委员提出
了相关建议， 他认为应该全面提
升北京市出行 “智能化与新能源
化”。建议政府在政策支持方面保
持三个坚持，坚持纯电动（含燃料
电池）技术发展路线；坚持推广应
用的支持力度 （综合采用车辆指
标配置、财政补贴、不限行、免停
车费 、 免过路过桥费等鼓励政
策）； 坚持强化汽车企业主体责
任，突出安全、服务的管理机制。

老百姓尤为关注的充换电设
施建设问题， 张辉委员提出要做
好三个合理。 其一， 合理布局城
区、郊区的充换电设施。充分利用
加油站、住宅小区、环路桥下等安
装充换电设施。其二，合理规划个
人建设多人共享成本分摊机制。
推广个人建设、 多人共享使用机
制。 还有就是要合理建设充换电
远程智能管理体系。 建议整合成
一个APP平台， 为用户提供充换
电站实时定位、车位预约、远程监
控充电状态等服务。

本报记者 孙艳/文 孙妍/摄

张辉委员：

借冬奥契机
打造新能源汽车应用示范城市

本报讯 （记者 孙艳）14日下
午， 政协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举行第二场记者会。
四位政协委员围绕 “助力北京冬
奥会 冬残奥会，推动本市冰雪运
动发展”主题回答记者问，并结合
本职工作和履职经历，建言献策。
记者获悉，目前北京已经有162支
冰球队伍， 有105所冰球特色校，
青少年冰球运动员注册已经达到
4000人。 如何让冰球成为北京体
育城市的新名片， 市政协委员曹
卫东提出， 首都应该成为冰球的
四个中心———人才培养中心、赛
事中心、全国推广示范中心、国际
交往中心。

孙学才： 北京建成室内
外滑冰场近百处

北京市政协委员、 市政协教
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孙学才在介绍
北京市筹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方
面的工作进展时表示， 筹备工作
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 取得了很
好的成效。推广方面，通过设立了
奥运知识、 冰雪运动知识的大讲
堂，走进校园、社区、企业，传播冬
奥知识、冰雪运动知识。北京市民
快乐冰雪季已经举办了四届，仅
2017年到2018年的雪季就举办市
区级活动336项，一区一品的活动
3751项，吸引了502万人次参与冰
雪运动。

目前， 北京竞技冰雪的水平
在持续提高。 北京在只有一支花
样专业队的同时， 已经成立了16
支北京专业队伍， 还成立了其他
各类专业队伍28支， 有77人入选

了国家队或国家集训队， 重点放
在了花样滑冰、钢架雪车、雪橇雪车
和速度滑冰。 在推进冰雪场地设
施的建设方面， 现在全市有室内
滑冰场37座、41个冰面，室外游53
座滑冰场，有20家雪场，这些冰雪
设施的建设为冰雪运动的开展和
普及奠定了场地的基础。

孙学才介绍，今年，市政协教
文卫体委员会将组织委员就北京
落实“1+7”文件进行督查、视察，
其中包括北京打造冰球作为第
四张体育的城市名片 。同时，围
绕冰雪产业开展调研， 真正能够
使冰雪产业形成一个比较健全
的产业链 ，推动体育产业、冰雪
产业能够快速提升和发展。

曹卫东：打造四个中心
助推冰球成北京新名片

关于如何让冰球成为北京体
育城市的新名片，市政协委员，中
国冰球协会主席曹卫东提出，首
都应该成为冰球的四个中心———
人才培养中心、赛事中心、全国推
广示范中心、国际交往中心。

打造成赛事中心方面， 中国
冰球协会会和北京市一起合作，打
造一个从国际比赛到国内比赛、到其
他方面的比赛，从锦标赛到职业联
赛和各类邀请赛等组成的多元
化、立体化、综合性的赛事，把北京
打造成一个冰球的赛事中心。

李妮娜：建议出台支持
政策引导职工参与冰雪运动

作为北京申冬奥的形象大
使，市政协委员李妮娜提出，目前

北京在筹备冬奥会做了很全面的
工作，但要完成800万人次上冰雪
可能还要做更多的努力。“现在北
京市建了100所的冰雪运动特色
校，我觉得这些还不够，只靠学生
参与冰雪运动是远远不够的。”李
妮娜希望在职的员工利用下班之
后的时间、 利用周末的时间也能
到附近的冰场 、 雪场进行培训，
建议市政府多给一些支持， 让我
们的市民能够更多地接触到冰雪
运动。

李杨薇： 增加赛事用优
势项目带动弱势项目

去年，市政协委员、北京电视
台主持人李杨薇向大会提交的
《关于更好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
的提案》不仅获得了优秀提案，而
且还成为了市政协领导重点督办
提案。“目前， 北京市冰雪运动进
校园的开展情况可以用 ‘成绩斐
然’来形容。”李杨薇介绍，北京市
探索出了少冰少雪， 克服冬奥项
目季节性限制的一些解决方案。
比如，朝阳、海淀等一些学校，采
用了仿真冰场，不用在冬季，不用
高质量的冰场维护， 依然可以让
学生体验滑冰的乐趣。 东城的部
分学校开展了旱地滑雪。

为更好推进这项工作， 李杨
薇今年继续跟进提案，她建议，能
够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 以我们
的优势项目做带动， 增加一些专
项的赛事， 以优势项目带动弱势
项目， 更多地让孩子们了解原来
没有参与过的冰雪项目， 同时希
望在学校当中储备人才。

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二场记者会 委员建言冬奥会筹办

打造四个中心
助推冰球成北京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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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职新时代

14日晚， 市两会期间第三场
“履职新时代” 集体采访举行，市
人大代表闵庆文、刘长安，市政协
委员毕小刚、 马新明围绕生态保
护和扶贫攻坚话题， 结合亲身经
历讲述了参与保护生态环境、助
力扶贫攻坚的履职经历，用议案、
提案和实际行动，助力建设“天蓝、水
清、土净、地绿”的美丽北京。

市人大代表、 九三学社北京
市委副主委、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
研究员闵庆文， 长期从事生态环
境保护。连任两届人大代表的他，
围绕生态环境保护持续提交相关
方面的议案， 为首都绿色发展献
计献策。 其中，《关于科学把握生
态文明内涵全面提升绿色北京建
设的建议》《关于建立水生态补偿
机制的建议》等，都得到了有关部
门的回复并落实。

今年， 他十分关注城市热岛
效应问题， 并提出建议有关部门
合理配置绿地空间形态。他建议，
在人口密度高但人均绿地资源相
对较低的四环内，优先布置冷岛效应
高的水绿一体的蓝绿空间，并增加
立体绿化与绿色屋顶建设； 在四
环到六环间， 可优先配置冷岛功
效中等的大尺度蓝绿空间， 从而
促进区域内部绿地资源均衡。

长期从事水务工作的市政协
委员， 北京水务投资中心党委书

记、总经理毕小刚，今年是他担任
政协委员的第二个年头。他表示，
作为一个新委员， 深感很多问题
要换位思考， 要从管理者思维换
位到被服务者思维， 充分考虑到
百姓最后一公里服务的问题。

针对当前北京市正在落实的
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 毕小刚介
绍了最新的进展和下一步举措。
他介绍， 目前正在抓紧推进永定
河生态治理和修复， 是一项能让
市民实实在在受益的生态工程。
今年将加速推进北京、河北、山西、天
津等共同组建的永定河流域综合治
理投资公司， 来承担建设永定河
水环境和生态治理的任务。

毕小刚介绍， 通过综合治理
流域的生态环境， 综合规划流域
的生态资源， 将把永定河过去长
期断流、局部安全隐患多、污染严
重、 局部地区盗采砂石的问题逐
步解决。“从前那个破烂不堪的永
定河，将变成‘四条河’，即安全的
河、生态的河、干净的河、流动的
河，成为一条生态走廊，沿岸市民
可享受这项生态成果。”

市政协委员马新明作为市扶
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 一直忙
碌在扶贫攻坚、 支援合作的第一
线 。 他介绍说 ， 北京已初步打
造并构建了具有首都特色的扶贫

新模式。 2018年， 本市共安排帮
扶支援资金65.16亿元 ， 动员社
会各界捐赠4.8亿元 ， 重点向深
度贫困地区倾斜， 向基层和贫困
村、 贫困户倾斜， 确保资金80%
以上用于精准扶贫。 同时， 选派
1739名干部人才到受援地区开展
扶贫协作， 比2017年增加117%，
实现结对帮扶贫困县挂职干部人
才全覆盖。 全市16个区、 388个
街道、 748个社区 （村） 与受援
地区72个县 、 424个贫困乡镇 、
692个贫困村进行对接帮扶， 实
现对区县、 贫困乡镇、 深度贫困
村结对的全覆盖。

扶贫攻坚 ， 民营企业在行
动。 市人大代表、 北京凯达恒业
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长安介绍， 从2016年开始， 他将
企业擅长的休闲马铃薯、 果蔬加
工技术引入内蒙古。 带动了至少
3万种植户， 全部以订单方式收
购， 确保农民长期稳定增收。

刘长安介绍， 他们在京蒙两
个基地同时可提供1000个就业岗
位， 其中为贫困户预留了100个
岗位， 精准安排就业。 去年， 公
司的金融扶贫项目已帮助建档立
卡贫困户179户、 386人实现脱贫，
和15家合作社 （村集体） 完成订单
合同3.5万吨 ， 受益贫困户涉及
326户、 912人。 本报记者 孙艳

聚焦生态保护和扶贫攻坚

代表委员用实际行动助力美丽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