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争到2031年建设成为首都教育强区

□本报记者 任洁

丰台发布多项“强基工程”指标
全区普高率提升至 85%以

上；每年面向全国引进15名以上
领军型教师；每个街镇都有1至2
所优质校（校区）……丰台区教
委近日发布“强基工程”多项指
标，对丰台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
展做出全面规划，力争到2031年
建设成为首都教育强区。

丰台区基础教育 “强基工
程” 提出三个阶段的具体发展
目标 ： 到2025年 ， 全区新增中
小学学位2.3万个， 学前教育公
办率达到50%， 普惠率保持90%
以上 ； 到2028年 ， 全区累计新
增中小学学位不低于3万个， 义
务教育迈向高位优质均衡发展
阶段； 到2031年，全区累计新增
中小学学位3.3万个， 学前教育
公办率达到60%， 普惠率保持
92%以上 ， 群众在家门口 “上
好学” 的愿望基本实现。

实现区域教育优质资源均
衡发展，是“强基工程”的核心目
标之一。 丰台区将以“十强学校”
建设为引领， 加强丰台科技园、
丽泽金融商务区等重点功能区
的学校布局 ， 补齐河西教育高
质量发展短板 ， 形成每个集群
至少拥有1所优质高中、 每个街
镇均有1至2所优质校 （校区）的
教育发展布局。

丰台区教委主任杨晓辉表
示， 以 “十强学校” 为引领，以
“学区制+集群+集团”模式为重
点，以“区域教育共同体+社会参
与治理”为支撑 ，丰台区致力于
打通教育发展模式全链条，推动
区域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再升级。

丰台区教育系统今年共有
80家单位面向应届大学生招聘
329人， 如此 “大手笔” 得益于
丰台区开创性将全区300个事业

单位编制纳入教育 “周转池”借
用，以满足近期新增教育资源结
构性需求。 同时，丰台区将每年
面向全国引进15名以上领军型
教师 ， 并根据干部配备需要和
干部管理权限引进全国优秀管
理干部，今年计划引进10人。 除
了 “外引 ” 力度空前 ， “强基
工程 ” 也安排了多项教师队伍
素质 “内升 ” 举措 ， 其中今年
选派18名基层年轻干部到教育
强区优质校挂职锻炼。

未来 ， 丰台区将通过继续
选派优秀中青年干部到区内外
名校挂职 、 出任执行校长 、 参
与高端培训 ， 并加大教师培养
培训力度 ， 实施骨干教师培养
情况与校长绩效考核挂钩机制，
鼓励教师参与交流轮岗等措施，
全力打造卓越教师 、 教育家型
教师队伍。

消防设施设备是否配备齐
全且完好有效 ？ 用电用火是否
存在安全隐患 ？ 连日来 ， 密云
区北庄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深入
辖区企业 、 商户 ， 在开展走访
式宣传的同时 ， 进行了专项检
查和隐患排查。

记者从密云区北庄镇综合
行政执法队获悉 ， 为确保辖区
秩序井然， 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该队 “出重拳” 加大执法力度，
以 “常亮剑 ” 的方式护航山区
市容环境不断提升。

“我们通过发放宣传册、张
贴温馨提示，在辖区内营造出时
时讲安全 、事事重安全 、人人保
安全的良好氛围。 ”据北庄镇综

合行政执法队负责人曹子烁介
绍， 在扎实做好未雨绸缪宣传工
作的同时， 该队还本着 “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全面摸排、消除隐
患”的原则， 与市场监管所、镇安
全科进行“组队”检查 ，直击现场
“零距离连线”，合力破题保安全。

边摸排、 边检查、 边宣传 、
边整改， 北庄镇综合行政执法队
对燃气非居民用户用气环境、 燃
气设施、 用气设备、 安防设施安
装及使用等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同时向用气单位宣传讲解有关燃
气安全使用常识和注意事项， 告
知相关隐患情况， 要求问题单位
尽快整改， 真正做到 “日夜紧绷
安全弦”。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怀匠心耕耘 秉初心创造

□本报记者 马超

“我装配的陀螺仪用于空间
站、 神舟八号、 神舟九号、 货运
飞船等。” “我参与了运载火箭
发射、 嫦娥探月、 北斗导航工程
等装配任务” ……在第三届 “北
京大工匠” 选树活动———卫星航
天器装配工评审现场， 参赛选手
通过汇报PPT、 答辩等环节角逐
“北京大工匠”。

“本次评审有两道必答题，
4道针对PPT的提问。” “请简述

你PPT中提到的国家重点工程中
的难点。” 评审现场， 随着专家
组成员逐一提问， 结束PPT汇报
后的选手们又开始了精彩的答辩
环节。 针对专家组的提问， 选手
一一作答， 展现了较高水平。

据本次评审裁判、 专家组成
员崔蕴介绍， 第三届 “北京大工
匠” 选树活动———卫星航天器装
配工评审是首次被纳入选树工
种， 选手分别来自总装、 总成核

心部件等不同岗位。 为了保证评
审公平、 公正， 赛事组委会成立
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的5人
专家组。

崔蕴介绍道 ， 考 虑 到 卫 星
航天器的特殊性 ， 本次评审不
设实操比赛， 评审工作分为基
础条件、 理论考试、 个人答辩3
个模块进行。 总成绩排名第一
的 选手 ， 将 作 为 第 三 届 “北京
大工匠” 卫星航天器装配工工种

建议人选。
“由于航天工作的特殊性，

航天人历来都是默默无闻地奉
献 ， 较少公开 。 本次参与评审
‘北京大工匠’ 卫星航天器装配
工的选手， 在基础条件里， 需要
将奖项、 专利、 发明、 操作规范
等列出来。 在工作业绩中， 参与
了哪些国家重点工程， 解决了哪
些核心问题也需要列出。 国内领
先技术 ， 也要有数据和事例说

明。” 崔蕴说。
“这次 ‘北京大工匠 ’ 评

审， 也是给真正奉献航天、 热爱
航天的人树立一个典范， 搭建一
个展示交流的平台。” 崔蕴说。

第三届“北京大工匠”选树活动之卫星航天器装配工评审：

为加快推动光伏发电发展，
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近日，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等部门
联合发布《推进光伏发电高质量
发展实施意见 》 （以下简 称
《实施意见》） 及相关支持政策。
本市新建公共机构建筑 、 新建
园区、 新建厂房屋顶光伏覆盖
率不低于50%。 同时， 本市也将
对2025年底前并网发电 、 符合
条件的光伏发电项目给予支持。

作为丰台站的重要组成部
分，北京丰台站屋顶分布式光伏
项目总装机容量5.989兆瓦 ，是
北京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单体规
模最大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也是我国铁路系统最具规模的
屋面光伏项目之一。项目投产后
年均发电量704万千瓦时， 预计
2025年总发电量约1.76亿度，可
减排二氧化碳16.5万吨，二氧化
硫5160吨，氮氧化物2580吨。

这只是本市光伏产业发展
的一个缩影 。 2015年以来 ， 本
市积极支持光伏发电推广应用，
推动了光伏发电由试点示范进
入扩大应用的新阶段 。 截 至

2022年底 ， 全市光伏发电装机
容量达到95.3万千瓦， 较2015年
增长约5倍， 年发电量9.1亿千瓦
时，相当于25万个家庭一年的用
电量。 全市600余家工商业企业，
300余所学校，2.5万户居民使用
了光伏发电系统，建成了一批高
质量示范项目，探索形成了光伏
与城市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

“未来 ， 光伏建筑一体化
是太阳能应用主要场景之一 ，
目前的光伏组件不仅能够与建
筑实现较好的结合，色彩和形状
也具备了多样化的选择，不会造
成光污染 ， 也不会影响城市风
貌。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副总建筑师焦力介绍。

《实施意见》 提出， 推动风
貌融合、 完善标准要求等措施，
明确要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外观 、 色彩应与建筑主体及周
边环境相融合 ， 推动光电建筑
更好地融入城市风景。

按照支持政策，2025年12月
31日前并网发电并符合条件的
光伏发电项目可获得支持：对个
人利用自有农村合法住宅建设

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学校、
社会福利场所等执行居民电价
的非居民用户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和执行大工业电价的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 分别给予每
千瓦时0.1元、 0.26元、 0.03元的
补贴。

同时 ， 本市也将支持光伏
新技术、 新材料、 新模式应用；
加快基础设施 、 公共机构 、 城
市更新 、 市级重点工程 、 产业
园区等领域光伏发电项目整体
规划 、 有序实施 ； 支持结合关
停废弃矿区生态修复 、 垃圾填
埋场生态提升 、 设施农业建设
的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 对这些
类型的光伏发电项目 ， 分别给
予不高于光伏发电系统建设投
资30%、 20%和10%的资金支持。

下一步， 市发展改革委将深
入落实推动光伏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各项政策举措 ， 努力实现
“到2025年光伏发电装机规模达
到250万千瓦左右” 的目标， 加
快推动首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为实现碳达峰 、 碳中和目标贡
献力量。

□本报记者 盛丽

2025年本市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将达25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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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北庄镇综合行政执法“常亮剑”

护航航天器驶向星辰大海

北京全方位推动光伏发电高质量发展

“现在国家提倡绿色祭扫，您就别把火种带进山了，免费领取一支
鲜花，同样可以寄托哀思。 ”正在怀柔汤河口镇后安岭村值守的工作人
员对前来祭扫的村民说道。今年清明节前夕，汤河口镇22个行政村都在
村内显著位置设立了清明节祭扫活动宣传点， 通过用鲜花换取祭扫人
员手中火种的形式，引导广大村民绿色祭扫、文明祭扫。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魏明俊 苏倩 摄影报道

鲜鲜花花换换火火种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