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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市教委组织开展
北京市中小学“课间一刻钟”专题
培训市级示范性培训， 全市百名
集团校副校长和各区教师培训机
构师训主任参加。

丰富课间活动内容 统
筹规划校园空间

培训中， 北京市教委相关处
室负责人就如何精准理解 《优化
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学生在校课间
时间指导意见》， 推动 “课间一
刻钟” 政策取得更好效果进行了
讲解。 “我们在10月下旬进校督
导调研时， 孩子们提出课间最想
做的是与同伴交流互动， 其次是
加强体育锻炼， 这两点是他们最
迫切的需求。 所以我们会在 ‘课
间一刻钟 ’ 工作中向这方面倾
斜， 更尊重孩子的意愿， 把他们
当做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
而不仅仅是教育对象。” 北京市
教委基教一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围绕 “课间一刻钟”， 北京
市中小学积极丰富课间活动内
容。 比如增设长椅、 乒乓球台等
设施， 为班级配备运动器械和游
戏箱， 使室内活动和室外活动相
结合。 引导学生在小课间自由进
行呼啦圈、 羊角球等运动， 大课
间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广播体操、
集体长跑等， 使小课间自由活动
与大课间集体活动相结合。 设置
休息区、 远眺区、 友谊角， 开放
心理咨询室等， 使生理休息与心
理调适相结合。

面对校园占地空间不足、 场
地不够的情况， 一些学校积极统
筹规划校园空间。 有的巧妙利用

楼内区域， 把楼道、 连廊或者平
台布置起来， 改造空置教室作为
游戏室 、 运动室 ， 进行 低 对 抗
性 活 动 。 有 的 充 分 利 用 楼 外
场地 ， 优化班级出操路线， 为
不同年级划分不同的活动区域，
错峰错时开展活动。 有的用涂料
绘制地面游戏， 引导学生分散活
动。

比如密云三中在高楼层为高
年级学生设置健身区； 复兴门外
一小立足 “一踢两跳” 让学生都
能动起来。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附属青年湖小学采取 “小场地，
大体育” 策略， 实行全校学生轮
换至操场活动的制度， 在操场上
的学生参加丰富多样的体育活
动， 在楼内的学生则开展益智类
文体活动， 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
课间得到充分锻炼。

在引导鼓励学生利用好 “课
间一刻钟” 的同时， 北京中小学
也通过设置警示标志、 增加防护
设施、 安排专人值守等措施， 强
化课间安全管理， 加强学生的文
明礼仪和安全常识教育； 进一步
落实教育教学规范要求， 向课堂
要效率， 坚决杜绝拖堂问题。

北京市不少中小学注重发挥
育人功能， 将课间调整作为发挥
育人功能的契机。 比如呼家楼中
心小学将课间调整与项目式学习
相结合， 引导学生自主设计游戏
规则、 制定活动公约。 黑芝麻胡
同小学发动学生和家长建言献
策。 还有的学校向学生征集集体
长跑背景音乐， 把下课铃声换成
古诗词、 乐曲赏析， 或者由学生
自己录制语音提示。

引导学校创造性设计课
间微运动

据了解， 此次市级示范培训
由北京教育学院负责实施， 聚焦
课 间 活 动 主 题 任 务 及 实 际 问
题解决， 采用场景式学习方式，
以专题讲座、 案例分享、 现场观
摩等多种方式进行 ， 后 续 相 关
场景式教学案例将提供给各学校
参考。

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计划通过培训， 帮助干部教
师从课间活动的管理者转变为共
同参与者和设计者并付诸场景设
计和实践； 帮助干部教师从推动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
构建新型育人关系 ， 体现在课
上、 课间与课后， 教师、 学生与
学校设施设备之间关系的调整与
构建 ； 以 “课间微运动 ” 为载
体， 引导学校创造性、 针对性地
设计课间微运动， 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身体活动。

在集中培训后， 参训学员分
成3组， 分别走进西城区育翔小
学、 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
学、 东城区171中学附属青年湖
小学进行现场观摩 ， 走进真实
“课间一刻钟 ” 场景参观学习 ，
并通过圆桌沙龙研讨， 全面了解
学校课间活动优化措施。

在市级示范性培训结束后 ，
百名参加培训的集团校副校长将
面向各集团校开展市级示范性培
训专题分享， 各区教委也将陆续
开展相关干部教师培训工作， 为
落实好 “课间一刻钟” 政策， 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任洁

随着北京气温走低， 为了让
供热区域内的15万住户第一时间
感受到温暖 ， 日前 ， 华汇 （北
京） 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汇能源） 63处锅炉房全部点
火成功， 提前进行试供暖。

去年年底， 丰台供暖所改制
为华汇能源。 今年改制后智能升
级的客服中心首次迎接供暖季
“ 大 考 ” 。 记 者 在 现 场 看 到 ，
“96118” 供热客户服务中心话务
座席由原来的20个扩展到25个，
住户诉求办理流程实现了优化，
供热管家与客服中心实现诉求工
单共享 ， 减少了转办的中间环
节， 对客户报修的响应更快捷。
无论何时何地， 客户都可拨打供
热客户服务热线， 供暖季更是提
供 7×24小时全天候供热服务 ，
真正实现了 “一个电话、 一个窗
口、 一站式服务”。

华汇能源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升级后的服务中心全面优化
诉求工单办理流程， 实现与供热

管家的诉求工单信息共享， 减少
层层转办的中间环节， 缩短服务
时限， 提高了工作效率 。 140余
名 “供热管家” 以维修班组为单
位， 包片居民楼， 24小时待命。
一般报修做到维修人员5分钟内
接单， 30分钟内联系住户， 4小
时内解决； 跑冒滴漏报修做到维
修人员5分钟内接单， 15分钟内
联系住户， 2小时内解决； 报修
的疑难问题 ， 24小时内处理解
决， 真正做到 “有求速应， 有忧
速解”， 为采暖用户提供最便捷、
最温暖的供热报修服务。

保障冬季供暖， 功夫下在检
修季。 2023年至2024年供暖季结
束后， 华汇能源聚焦设备节能改
造， 累计完成检修计划5万多项，
其中锅炉房改造、 老旧小区供热
系统外网改造、 换热站改造等工
程22项 。 同时 ， 还完成了3.5万
米老旧供热管线更新改造及5800
余户的户内供暖设施改造， 为保
障冬季供暖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本报记者 周美玉

近日，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
获悉， 为全面改善非机动车停放
秩序， 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
水平， 今年专门印发 《北京市非
机动车停车管理工作方案》， 坚
持 “完善顶层设计、 健全管理机
制、 增加设施供给、 强化智慧赋
能、 构建共治格局、 实施分类治
理” 的工作思路， 重点治理轨道
站点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秩序， 其
中天坛东门等42个一级轨道站点
已完成治理， 周边非机动车停放
秩序得到改善。

天坛东门增加非机动车
停车位220个

天坛公园是北京热门旅游景
点和周边居民休闲锻炼主要场
所， 其东门紧邻5号线天坛东门
地铁站， 是周边居民骑行需求最
为集中区域 ， 特别是节假日期
间， 东门外停满了非机动车， 严
重影响了景区秩序和行人通行。
今年以来， 市、 区、 街道三级交
通部门多方合力挖潜停放空间，
综合施策改善周边非机动车停放
秩序， 为市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出
行环境。

为拓展周边停放空间， 东城
区城管委会同属地街道拆除天坛
公园地铁站A口北侧简易房， 新
增共享单车专用停放区5个， 可
容纳100余辆共享单车； 在天坛

东门外两侧便道施划非机动车停
放区8个， 可容纳非机动车120余
辆， 通过技术引导共享单车和私
家非机动车分类停放。 组织共享
单车运营企业加强巡查清理， 增
加清理频次， 并安排定点运维人
员负责引导码放， 有效改善了非
机动停放秩序。

为方便市民游客出行， 属地
街道做好客流分析和停放需求摸
排， 组织专门人员在客流高峰期
进行出行引导， 协调北京地铁公
司将原天坛东门地铁站A口指示
牌进行挪移， 并打通出口两侧道
路， 实现人员有效分流， 不仅方
便乘客出入， 也便于游客进入天
坛公园。

42个一级轨道站点已
完成治理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
北京市持续推动53个一级重点
治理地铁站点周边非机动车停放
秩序治理，巩固治理成效。

组织检查队伍分区域采取
“回头看” 的方式开展 “双随机”
检查， 经现场检查评估， 42个站
点已经基本完成治理。 目前各站
口道路延长线500米范围内可提
供4.2万个停车位 ， 新增引导标
志标识200余处。

同时， 各区因地制宜、 多措
并举， 将地铁站周边非机动车治

理与桥下空间治理、 城市家具建
设等工作有机结合， 形成试点示
范。 海淀区五棵松地铁站开辟桥
下空间等3处面积约2500平方米
供约1500余辆非机动车停放， 屯
佃、 永丰南等地铁站启动站前广
场栏杆拆除工作， 提升B+R出行
环境； 西城区鼓楼大街站将城市
座椅与非机动车停车设施融合设
置， 为市民群众提供休憩空间的
同时满足车辆停放需求； 通州区
东夏园地铁站利用万象汇广场空
间施划地面非机动车停放区， 新
增约1000个停车位； 西城区西直
门地铁站改造凯德MALL西侧停
车空间， 拆除非机动车道两侧护
栏， 方便外卖车辆快速进出， 新
增花箱并增设阻车桩， 实施非机
动车分区分类停放。

此外 ， 推进地铁文明引导
员、 停车引导志愿者早晚高峰引
导市民有序停放。 东城区协调21
名地铁站台文明引导员保障8个
站点，石景山区八宝山站调用“一
巡多能”保安队伍参与巡查，社会
力量作用发挥突出； 三家共享单
车企业在劲松、 望京等重点地铁
站通过激励措施引导超8300人远
端停放，引导“分散”停放。

据悉， 北京市交通部门将在
巩固前期轨道站点治理成果的基
础上， 启动全市非机动车停放攻
坚行动， 力争在设施完善和环境
治理方面取得可视化效果。

天坛东门等42个轨道站点治理成效初现

北京举办中小学“课间一刻钟”市级示范培训

北京市持续推动非机动车秩序治理

今年以来， 怀柔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创新调解仲裁工作
举措， 通过打造 “调解型”“解纷
型”“创新型”仲裁，增强工作主动
性，强化调解仲裁工作效能。

“调解型” 仲裁即建立案件
调解分析机制， 每个案件配备2
名案件分析调解员， 研究调解的
可能性和可行性， 通过 “案前调
解、 庭前调解、 庭中调解、 庭后
调解” 的 “四调” 机制， 提高仲
裁案件处理质量和效率 。 经统
计， 今年成功调解争议案件1547
件， 调解率为72.56%。

“解纷型” 仲裁即在企业设
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仲裁员
采取1对N包企的形式 ， 担任劳

动关系协调员， 建立源头治理机
制， 提供 “一对一” 法律法规宣
传及劳动用工指导服务， 实现风
险隐患早发现， 对突发和预警监
测的矛盾纠纷及早介入、 迅速处
置。 目前， 已在33户企业建立劳
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并配备35名
劳动关系协调员。

“创新型” 仲裁即以速裁快
办为目标， 为农民工、 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 重大项目、 重点人群
领域案件畅通绿色通道， 提供农
速裁、 法律援助等特色服务， 优
化审理流程、减少庭审时长、缩减
审理时限、 精简文书篇幅， 设立
“怀仲暖‘薪’”一站式咨询窗口，
提供法律帮助和仲裁指引。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姜楠

丰台15万户居民提前试供暖

近日，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以下简称古建馆） 联合属地消
防救援站， 举办了消防应急疏散
灭火演练。 通过演练， 检验消防
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消防设施的
可靠性， 进一步增强职工的应急
处置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演练情景设定为古建馆太岁
殿内因电气线路老化破损短路引
发电火花， 导致火灾发生。 面对
突发 “火情”， 古建馆迅速启动
三级应急响应机制， 组织人员有
序疏散、 及时转移伤员， 并进行
初期灭火处置。 然而受大风天气

影响， 火势迅速蔓延至东配殿。
面对火势， 古建馆果断启动二级
应急响应， 各应急职能小组迅速
到位、 各司其职， 展开全面应急
处置工作。 极端天气下的风势变
化使得火势继续向东蔓延， 逐步
逼近拜殿。 经总指挥批准， 古建
馆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全力抢救
文物 ， 设置警戒线 ， 并协调街
道、 消防救援支队及消防救援站
共同参与扑救工作。

经过紧张有序的应急处置，
演练圆满结束。 相关专家还对本
次演练进行了现场点评。

□本报记者 盛丽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举办消防应急演练

怀柔区打造“三型”仲裁解纠纷促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