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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尉迟焱楠 冯宇晴

近日， 通州区大学生等青年
创业实训营在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举办。 培训重点针对第七届 “创
业北京” 创业创新大赛青年创意
特色赛道通州区参赛项目， 尤其
是在全市青年创意特色赛道1129
个项目中脱颖而出的辖区院校大
学生创业项目。 通州区邀请具有
丰富创业项目评审和辅导经验的
创业导师授课， 将复杂的专业知
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大学
生青年创业者。

培训现场， 创业项目在模拟
演练中竞相展现自己的创意、 实
力、 风采和社会价值。 有的项目

聚焦电动车入户充电导致的安全
隐患痛点， 推出 “科技+服务+
商业运营” 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有的项目着力打造出一款帮助慢
性病患者减轻病痛智能床。 培训
结合模拟路演实战， 包括项目发
展逻辑分析、 评审规则解读、 模
拟路演一对一辅导、 路演PPT制
作技巧、 互动答疑和应对评委及
投资人提问的策略等多个方面，
并通过专家导师的悉心指导， 从
而助力创业项目成功晋级。

“年初， 我作为城市副中心
第一批‘创业体验官’，到通州区
市级创业孵化基地沉浸式体验 ，

零距离感受城市副中心创业环
境。马上要市赛路演了，这次培训
特别及时，收获满满。我马上要毕
业了， 城市副中心一系列支持自
主创业的政策也给我指明了方向。”
智电项目负责人杨逸航表示。

据了解， 通州区针对青年大
学生反映的创业迷茫 ， 制定了
“ 认 知 提 升 ———产 业 资 源 对
接——政策资源对接———科研资
源对接———投融资机构对接” 的
全方位全周期精准创业孵化服务
思路， 今年以来， 已开展创业体
验官、 政策宣介等相关品牌创业
服务活动21场 (次)。

□本报记者 孙艳

“七下八上” 主汛期即将到
来 ， 全市的水库 、 堤防险工险
段、 小水电站、 水闸、 在建涉河
建设项目等157个防汛重点部位
已在入汛前逐一接受了大 “体
检 ”， 确保水利工程安全运行 。
负责这项艰巨任务的就是市河湖
流域管理事务中心 （以下简称流
域中心 ）， 自2021年6月成立以
来， 流域中心紧紧围绕强化流域
系统治理管理 ， 充分发挥 “监
督、 指导、 协调、 服务” 职能，
不断提升流域治理管理的能力水
平， 首都河湖流域治理效能得到
稳步提升， 持续增加市民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强化河湖长制
流域治理效能稳步提升

“河湖问题表象在水里， 根
子在流域。 要想根治河湖顽疾，
必须提升流域治理水平， 充分发
挥河长制在流域治理中的引擎作
用。” 流域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市级流域管理机构， 成立3
年来， 流域中心紧紧围绕河长制
重点工作， 以强化河湖长制来提
升流域水治理效能。 过去， 北京
市15个市级河长联络办公室分设
在10个市属水管单位。 流域中心
成立后， 在承担起各流域市级河
长联络办日常监督协调工作的基
础上， 陆续制定了 “幸福河湖·
水美家园” 创建评定、 河长制考
核、 河长信息公示牌等多项工作
标准， 推动流域治理工作的标准
化、 规范化。

以市总河长令为抓手， 流域
中心主动加强与各区、 各水管单
位的协调联动， 逐步完善水域岸
线空间管控问题清单， 积极开展
河湖环境专项督查等监管行动，
在 “流域统筹、 区域协同、 部门
联动” 等方面开展有益探索。 同
时， 充分发挥民间河长力量， 推
动市民家门口的河湖变身 “幸福
河湖 ”， “共建 、 共治 、 共享 ”
的河湖治理新格局日趋完善。

据了解， 流域中心已梳理京
津冀39条跨界河流的上下游、 左
右岸关系等基本情况， 同时与潮
白河、 北运河、 永定河、 蓟运河
流域相关市区县建立了联动机
制， 对交界上下游、 左右岸及飞
地持续开展联合巡查， 不断完善

共商共治机制。

强化行业监管
水利工程持续高质量发展

北京的水利工程点多 、 线
长 、 面广 ， 摸清水利工程 “家
底” 是管好、 用好水利工程设施
的基础。 “我们花了一年时间，
以水务普查、 水务年鉴等大量数
据为底板， 对全市水库、 水闸、
堤防、 塘坝等水利工程基本信息
进行逐一现场复核， 更新、 完善
了水利工程基础信息数据库 。”
流域中心工程监管科负责人表
示 ， 通过这项 “摸家底 ” 的工
作， 最终形成了水利工程管理的
“图册” 和 “字典”。

闸门有无裂缝、 锈蚀， 堤防
护坡是否平整完好……入汛前，
在市水务局的统筹安排下， 流域
中心组成5个专项检查组， 组织
完成了2024年汛前水利工程风险
隐患 “拉网式” 排查。 水库、 堤
防险工险段、 小水电站、 水闸、
在建涉河建设项目等157个防汛
重点部位逐一接受了汛前大 “体
检”。

“开展水利工程 ‘体检’ 是
汛前的 ‘常规动作’。” 与往年不
同的是， 今年检查人员的手机里
装载了流域中心开发的水利工程
一巡三查管理系统APP， 巡查点
位、 存在隐患等实现一键上传 、
一目了然。 “过去水利工程巡查
靠纸笔记录， 有了这款APP， 巡
查数据能够随时上传到云端并持
续更新， 为后续的数据分析、 问
题整改等提供重要依据， 让水利
工程管理更加科学高效。” 工作
人员说。

以强监管为目标， 经过近几
年的持续推动， 目前， 流域中心
已形成集水利工程安全运行、 标
准化建设、 涉河建设项目、 运维
项目、 水环境、 森林防火、 水利
风景区于一体的监督检查体系。
流域中心工程监管科负责人表
示， 随着监管体系的日益完善，
覆盖面更广了， 监管力度也更大
了， 已发现问题3500多个， 并不
断推动整改。

与此同时， 流域中心研究制
定了水利工程运行标准化管理评
价办法及考核标准， 编制了标准
化示范手册这一案头 “法宝 ”，

以标准化为引领， 不断激发各区
和水管单位的管理内生动力 。
“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化宣传贯彻
培训， 多个水库、 水闸等水利工
程面貌焕然一新， 并通过市级标
准化管理评价 ‘考试’。” 相关负
责人说。

优化服务支撑
科技赋能流域治理新活力

流域中心在持续释放监管效
能的同时， 也在不断通过优化服
务， 打造流域治理的技术、 人才
等全方位支撑平台。

去年冬天， 大宁水库坝前 ，
一排排垂直放入水中的白色小球
释放出无数个小气泡， 一汪活水
波光粼粼， 和不远处厚厚的冰面
形成鲜明对比， 而坝前不结冰的
秘密就藏在由流域中心研发的微
气泡防冰冻设备里。 相关技术负
责人介绍 ， 厚厚的冰层会对水
闸、 大坝等水工建筑的设备设施
造成破坏， 影响水利工程运行安
全 。 为此 ， 流域中心 组 织 开 展
了 水 利 工 程 防 冰 冻 技 术攻关 ，
借助微气泡在水中的运动扰动水
体， 形成热量交换， 有效阻止冰
层的形成 。 “相比传统的防冰
泵 ， 这套设备维护成本大幅降
低， 运行状况更加稳定。” 相关
技术负责人说。此外，流域中心研
发的小型水库大口径应急泄流设
备以及河道入口车辆智能视频分
析技术等也为流域治理增添了新
的活力。

连日来， 由流域中心组织实
施的北京市第六届职业技能大
赛———河道修防工竞赛进入 “白
热化” 阶段， 与往年相比， 不仅
参赛人员数量翻番， 技术水平也
在逐年上升。 在以赛促练、 以赛
促学， 打造全市水务一线技能人
才高地的同时， 流域中心坚持苦
练内功， 深入开展业务知识 “每
周一课” “书香流域” 等宣讲活
动， 鼓励全体职工在 “我学、 我
讲、 我做” 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履
职能力。

“下一步， 流域中心将持续
深化跨流域跨区域联动机制， 秉
承治水为民初心 ， 进一步打造
‘共建、 共治、 共享’ 的河湖治
理新格局。” 流域中心相关负责
人说道。

近日， 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办
事处联合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在首钢园举办专项招聘会， 重
点服务高校毕业生、 有转移就业
意愿的本市农村劳动力、 城镇失
业人员以及在京务工人员， 多措
并举开展精准就业服务。

古城街道各级就业服务专员
提早对接各类企业， 调研用工需
求。 同时， 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
对招聘会宣传预热。 招聘会邀请
了北京市喜隆多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万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40家企
业 ，提供客服 、运营 、销售 、工程
师、面点师等就业岗位130余个。

现场， 不少求职人员驻足了

解岗位需求， 询问发展空间， 积
极投递简历。 据统计， 本次专场
招聘会共吸引500多名求职者参
加， 现场接收简历329份 ， 初步
达成就业意向178人次。

招聘会现场还设置了3个服
务专区 。 在 “求职服务专区 ”，
为求职者提供职业指导、 技能培
训等服务； 在 “政策推介专区”，
宣讲就业创业优惠政策， 帮助求
职人员掌握政策内容、 补贴申领
渠道、 申领材料要求等； 在 “重
点人群专区”， 古城街道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针对高校毕业生、 退
役军人、 残障人士提供法律咨询
服务， 相关部门还提供了就业创
业、 权益保障等答疑服务。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首都河湖流域治理效能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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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出现腹痛 、 腹泻 、 恶
心、 呕吐等症状的食品安全突发
事件该怎么办？ 近日， 由密云区
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主办的2024
年北京市密云区食品安全事故应
急演练在密云区第六小学举行，
现场模拟解决处置突发食品安全
事件。

演练采取现场演练和视频短
片结合的形式， 以学校食堂因加
工操作不规范， 未做到生熟分开
导致交叉污染， 引发多名学生出
现呕吐、 腹泻症状为背景， 开展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依次展
示接报上报、 现场处置及事故调
查、 调查处置情况汇报、 信息发
布和调查处置结果五个环节流
程。 市场监管、 教育、 卫健、 公
安、 宣传等部门先后启动食品安
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医疗救治
组、 综合协调组、 事故调查组等
迅速响应、 周密部署， 高效开展

病患救治 、 应急检测 、 源头追
溯、 事件调查等应急处置工作。
演练现场各环节细致紧凑， 达到
了预期效果， 取得圆满成功。

“本次演练既是对辖区校园
食品安全监管能力的一次大检
验， 也是对全区食品安全保障工
作的一次大练兵，达到了‘以演备
战、以练筑防’的目的。 ”密云区市
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 长期以来， 密云区高
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以创建国
家级 “食安名片” 为抓手， 强化
全链条监管 ， 突出重点领域治
理， 推动全区食品安全形势持续
稳定向好， 在2023年全市食品药
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中获评A
级。 下一步， 密云区将在提高食
品安全治理水平上持续发力， 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
全”， 不断推动全区食品安全水
平迈向新台阶。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打造“幸福河湖” 流域治理来“解题”

近日， 以 “心动西湖， 为荷
而来” 为主题的第二届龙潭西湖
公园荷花文化节开幕。

龙潭西湖公园总面积10万平
方米 ， 水体景观丰富 ， 水陆各
半， 荷花种植面积2万余平方米，
岸边遍植垂柳， 荷花满池四溢，
自建园以来便以 “柳岸观荷” 景
观著称。 活动期间， 利用公园多
景台、 栖霞处等处设立6个展示
平台， 展示10个优质盆栽荷花品
种百余株盆， 与湖中2万余平方
米的白洋淀红莲遥相呼应， 打造
荷花溢香满园的美好意境。

除赏荷外， 龙潭西湖公园以
自然野趣著称， 由于湖水水质较
好，生态多样性丰富，吸引了很多

野生鸟类栖息于此。目前，该公园
已经可观测到野生鸟类80余种。

龙潭西湖公园相关负责人介
绍， 荷花节期间， 公园还拟开展
一系列荷花主题科普文化活动，
游人可以通过公园沿途设立的荷
文化科普牌， 多角度了解荷花的
文化内涵；可以在每个周末的“荷
花夜市 ”上 ，畅享 “非遗 ”文化体
验， 挑选一件心仪的漆器或文创
品；可以在公园“荷香”驿站，和孩
子共同认识起源最早的植物，亲
自制作“荷”主题手作……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7
月28日， 为市民游客打造集生态
美景、特色消费、文明宣教于一体
的休闲游憩游园体验。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密云区开展2024年食品安全应急演练

第二届龙潭西湖公园荷花文化节开幕

通州举办大学生等青年创业实训营

古城街道举办专项招聘会
重点服务4类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