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教育经验无私分享给当地同行
□本报记者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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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本报记者 陈曦

白塔寺下百年胡同全新亮相 □本报记者 盛丽

□本报记者 孙艳

驻守河道的“水环境监察兵”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朱泉榕

30余所北京中小学帮扶河北23个教育贫困县

沙河“接诉即办”专班快速出击解民忧

近日， 京冀教育系统在阜平
共同举办 “薪火好少年 奋进新
时代” ———京冀牵手关心下一代
主题教育活动， 通过党史情景教
学、 聆听访谈故事、 共颂党情党
恩等环节， 对中小学生进行党史
学习教育。 京冀学生同台献艺，
抒发对党的热爱和祝福 。 据了
解， 目前北京与天津、 河北政府
及教育部门签署基础教育合作协
议13项， 景山学校、 北京五中分
校、 八一学校、 北京八中等北京
优质学校在河北多地市建设分
校 ， 北京30余所中小学 “手拉
手” 对接帮扶河北省23个教育贫
困县； 河北省千名中小学骨干校
长教师赴京挂职学习。

活动现场， 北京市委教育工

委副书记狄涛向老校长下乡团队
颁发 “第九届首都十大教育新闻
人物 ” 教育突出贡献奖 。 北 京
退休老校长李亚明就是老校长
下乡团队中的一员， 他为支教的
河北阜平县子毅学校策划编纂的
红色历史青少年读本 《太行深处
的红色土地》， 希望这本教材让
孩子们 “知阜平、 感党恩、 爱家
乡”， 把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承
下去。

63岁的李亚明退休前是北京
159中学校长 ， 从 2018年开始 ，
他到阜平县台峪乡子毅学校支
教。 从北京开车到子毅学校， 单
程就要4个小时， 他几乎每个月
跑上一趟， 每次在学校住上三四
天， 把教育经验无私分享给当地

同行， 指导当地教师提升教育教
学水平。

支教期间， 李亚明听到了许
多革命老区的英雄事迹， 在被深
深感染的同时， 他敏锐意识到阜
平的红色历史和当地5000名革命
烈士应该被后辈铭记 ， 于是在
2020年产生了编纂红色历史校本
教材的想法。 他一边支教， 一边
指点编纂团队展开工作 ， 从立
意、 教材框架到内容、 文字等各
方面予以点拨， 历时近4个月完
成编写。 台峪乡将书列为乡土课
程教材， 从2021年新学期开始进
入课堂。

当地学生的变化非常明显，
起初李亚明找学生聊天时， 他们
看着陌生人非常害羞， 对本地历

史也说不出几句介绍， 如今再对
着他， 学生已能引用教材里的话
滔滔不绝地说上一段英雄故事，
言语间透着对家乡红色历史的自
豪。 “从他们的眼神里， 我看到
了自信和成长。” 李亚明说。

编纂红色教材是北京老校长
下乡 “传帮带 ” 的一个具体体
现， 李亚明是这个项目的一位代
表。 从2016年起， 北京开始实施
“老校长下乡” 工程， 近6年来，
共有30余位退休老校长深入北京
密云、 延庆、 河北阜平、 承德25
个条件艰苦的乡村学校支教。

他们有的开私家车， 有的坐
火车， 有的下了长途车后再转公
交车， 不顾路途遥远定期奔赴支
教学校。 陶然亭小学原校长刘建

文放弃了民办校几十万的年薪邀
请， 北京教育学院朝阳分院原校
长王宝山坐公交车往返达8个小
时， 北京建筑大学附属小学原校
长贾秋惠还请丈夫承担了支教校
的计算机维护修理工作……他们
带去先进的教育理念， 为当地培
养了一批骨干校长、 优质教师。
今年6月， 北京教育系统启动第
三批老校长下乡工作， 将统筹更
多资源、 汇聚更多力量， 继续帮
扶阜平教育。

接下来， 北京将全力支持河
北雄安新区教育发展， 并适时拓
展实施一批帮扶合作项目， 同时
鼓励本市优质中小学开展区域合
作办学并深化共建教师培养培训
基地建设， 提升资源共享水平。

红墙白塔、 干净的天际线、
百年老门扇……近日， 位于西城
区白塔寺下的昔日朝天宫山门御
道 ， 宫门口东西岔胡同全新亮
相。 违法建设拆除了， 周边业态
提升了， 烟火气重回市井， 这里
不仅成为了居民拥抱新生活的幸
福街区， 还成为了市民观赏妙应
寺白塔的最佳打卡地。

历史上， 宫门口东西岔胡同
是朝天宫山门御道， 后居民在其
遗址上修建房屋街巷， 逐渐形成
了如今不规则的骨架和肌理 。
“在这生活 ， 虽然买东西方便 ，
但是胡同里私搭乱建、 乱停乱放
太严重， 也没有公共活动空间，
挺影响生活质量的。” 回想起以
前的生活， 已经在东岔生活了30
多年的张大爷说。

2020年6月4日， 西城启动了

东西岔胡同保护更新工作。 这也
是核心区控规落地之后， 西城区
实施的首个历史文化街区胡同更
新项目。

在拆除违建的过程中， 工作
人员设身处地、 换位思考， 赢得
了居民的支持和信任， 最终共拆
除 违 建 22处 、 870余 平 方 米 。
“东西岔胡同的保护更新项目 ，
不仅要重现历史景观 ， 更 要 让
历史底蕴得到完整呈现 ， 让文
化韵味更加悠长。” 什刹海阜景
街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刘维
岩介绍 ， 项目专班邀请古建专
家 、 非遗大师担任顾问现场指
导， 同时举办居民议事会， 听取
老街坊们对于百年胡同的最直观
理解。

工作专班对东岔71、 73号颇
具历史特色的商铺使用老砖进行

改建； 对百年历史的老门扇进行
保留； 对东岔9号、 东岔35号的
西洋门楼设计保留等。 同时， 针
对居民反映的问题， 工作专班也
逐一破解： 线杆影响视线， 就将
原有的路灯杆、 电力杆等合并为
综合信息杆， 所有电力架空线入
地， 提升白塔风貌； 家中下水常
常堵塞， 将地区管线进行整体更
换； 缺乏活动空间， 将东西岔中
心300㎡开放区域改造为小广场，
补植绿植 ， 打造最佳白塔观赏
点。 提升 “硬件” 的同时， 胡同
里的业态也实现了升级， 引入了
以白塔书房为代表的文化业态，
以及品质餐饮业态等。

看着整洁的胡同、 漂亮的白
塔， 居民刘阿姨由衷地说： “现
在， 生活在这里， 我们感到太幸
福了。”

业态提升了 烟火气回来了

自进入7月份以来北京雨水
不断， 由于雨水里夹杂着空气中
的各种杂质和浮尘， 汛期的水环
境监测工作显得格外重要。 7月7
日，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获悉，
目前北京的36条河流上， 布设了
100个水质监测点， 有一群 “水
环境监察兵” 夜以继日坚守在河
道、 湖泊， 成为驻守一线的 “智
能水环境保护者”。

记者了解到， 为进一步提高
北京市水环境监管手段智能化水
平， 改变各级河长及水务管理和
执法人员人工拉网式巡查的方
式， 堵住巡查时不排、 巡查后偷
排的漏洞， 解决捕捉排污事件
及 时 性 、 有 效 性 不 高等问题 ，
2019年北京市水务局引进基于量
子点光谱传感技术助力水环境监
管， 由北京市智慧水务发展研究
院建设并管理基于量子点光谱传
感技术的 “水环境监察兵 ” 系

统。 该项目于2020年7月1日上线
运行 ， 同年12月21日完成了终
验。 目前， 全市100个水质监测
点覆盖8个区36条河流到处都是
“水环境监察兵 ” 忙碌的身影 ，
能够实时掌握1400多公里的河流
水质状况。 这些监测点主要监测
入河排水口、 污水处理站退水、
国家考核断面 、 河道断面 、 区
界/河界断面、 闸口、 自动监测
站等， 能够以10分钟/条采集频
率实现COD、 BOD、 TOC、 浊
度 等 参 数 全 时 段 监 测 ， 及 时
快 速 的发现水质异常变化并发
出告警。 系统上线运行以来， 数
据上传平稳 ， 月均畅通率达到
96.64%。 通过一年多的实践， 水
务工作者通过多项举措让这些数
据 “活了起来”， 为水环境监管
提供了坚实保障。

据悉， 2020年12月 “水环境
监察兵” 系统启动了二期项目的

建设工作， 在优美河湖、 劣Ⅴ类
水体、 考核断面等位置布设100
个站点 ， 监测参数由温度 、 浊
度、 化学需氧量、 生化需氧量、
总有机碳等6个指标扩展到温度、
pH值、 电导率、 溶解氧、 浊度、
化学需氧量、 生化需氧量、 总有
机碳、 高锰酸盐指数、 悬浮物等
11个指标， 产品也增加了太阳能
供电 、 设备状态自动监测及报
警、 在线升级、 自主清洁、 北斗
定位等功能， 拟通过本期的建
设 ， 实时监控这些水体的水质
变化， 发现突变及时预警， 为巩
固北京水环境治理成果， 加强对
水环境的监管提供有效技术手
段。

目前， 项目正在建设中， 二
期项目建成后将扩大 “水环境监
察兵” 在北京水环境的覆盖面和
覆盖密度， 为水环境监管提供更
有效更精细化的技术手段。

近日， 顺义区委社会工委区
民政局在顺义区石园小学举办第
八届“慈善北京”成果（图片）展系
列活动之 “红色慈善 爱满顺义”
慈善文化进校园宣传活动， 将慈
善文化送进校园。

活动现场， 牛栏山第三小学
学生和北务中心小学教师分享了
“慈善故事”和感人事迹。160名小
学生参与了慈善知识竞答。 市委
社会工委市民政局携手社会组织
捐赠慈善大礼包， 用于支持石园
小学文化教育建设， 区慈善协会
捐赠200册 《小学生慈善读本》和
200件爱心雨披。

据了解， 顺义区委社会工委
区民政局以 “红色慈善 爱满顺
义”为主题，积极动员区教委、区
慈善协会、 各社会组织以及各镇
街，对近年来慈善事业在助残、助
老、助学等7个方面的公益慈善活
动图片进行征集、评选。活动共征
集慈善图片1000余幅， 评选出优
秀作品70余幅， 展示了顺义区慈
善事业的风采、 慈善事业发展的
历史以及图片背后的感人故事。

接下来， 顺义区委社会工委
区民政局将联合区慈善协会，按
照疫情防控要求，继续开展5场慈
善图片巡展活动。

顺义将慈善文化送进校园

近日，昌平区沙河镇“接诉即
办” 专班接派的沙阳路人行步道
改造项目已完成。 由于步道年久
失修， 该项目计划完成13米人行
步道的破损修复, 并对步道坡度
进行改造放缓。 从接到诉求到施
工完成， 人行步道改造工作仅历
时一周，广受居民好评。

想居民所想,急居民所急。 一
直以来，沙河镇“接诉即办”专班
致力于解决居民反映的各类问
题，每周召开“接诉即办”研讨会，

深入分析、 研判群众关心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通过一办到底的
包干责任制与主管领导包片的诉
办机制相结合、 以办为主的工作
理念与属地责任落实相结合、全
镇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与绩
效考核机制相结合3种方式，沙河
镇诉求总量有所下降， 今年第一
季度诉求总量较2020年同期下降
1331件 , 较2020年第四季度下降
了1529件。 群众满意度也由2020
年同期的80.9%提高到91.73%。

通州区市监局发出首张“跨省通办”营业执照
人在河北省， 不出家门就能

领到北京的营业执照。近日，通州
区市场监管局向香绒通（北京）商
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先生发出首张“跨省通办”营业
执照。

王先生因工作需要经常往返
于通州和香河之间， 为了工作更
加方便， 他计划在通州区开办一
家公司。 通过向通州区市场监管
局电话咨询，他了解到了“跨省通
办”的办照新政策。王先生在网上
完成登记后，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
当天就通过了审核。

据了解，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
充分依托“北京市E窗通登记服务
平台”的技术优势，今年年初通过
整合多部门审批系统实现了 “互
联网+证照联办”，探索并完善了
“网上审批+跨域寄递”的工作模
式， 并将该工作模式全部嫁接移
植到了“跨省通办”工作中。 “‘跨
省通办’的成功推行，既是广大人
民群众的需要，也是创新推动、科
技赋能的结果， 为的就是营造更
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 促进区
域协同发展和共同提升。”通州区
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通新说。

□本报记者 赵思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