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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的12月27日， 南水北
调中线水到达北京市团城湖调节
池， 标志着北京水资源利用开启
了新篇章。 截至目前， 北京市已
累计利用 “南水” 超106亿立方
米， 首都水资源供需矛盾得到有
效缓解， 水生态环境状况持续向
好。

超1600万北京市民喝
上南来之水

近日， 在北京市政府新闻办
举行的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
水进京10周年新闻发布会上， 北
京市水务局副局长刘松波介绍，
10年来， 北京水务部门在水资源
管理工作中 ， 始终 “节 ” 字当
先。 10年来， 北京市建立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 让水资源利用
效率更高、 服务保障更有力、 更
可靠。 北京城市总规依据水资源
承载能力确定常住人口总量上
限 ， 全市16区全部建成节水型
区， 重点高耗水企业全部建成节
水型企业， 节水型高校创建比例
达70%以上。 近年来， 用水总量
在持续保持稳定的前提下， 支撑
了经济总量翻番。 2014年到2023
年 ， 北京市万元GDP用水量从
16.35立方米降至9.3立方米。 北
京市连续22年获评 “节水型城
市” 称号， 用水效率始终保持全
国领先。

10年来， 北京作好 “喝” 字
文章。 加快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工
程建设， 建成输配水管线近200
公里、 调蓄设施3处， 让 “南水”
与密云水库实现 “握手”， 不断
织密 “四通道 、 两环线 、 九水
源、 多级调节” 的水源保障网。
立足优先用足用好 “南水”， 不
断扩大覆盖范围， 建成郭公庄、
亦庄、 石景山等16座配套水厂，
日处理能力近500万立方米， 中
心城区供水安全系数从1.0提升
至1.3， 城市副中心和大兴 、 昌

平、 房山、 门头沟等郊区新城也
用上了 “南水”。 完成1300余个
小区和单位的水源置换 ， 推动
137个村纳入公共供水覆盖范围。
城区水厂用 “南水” 比例由2015
年的67%提高至2024年的近80%，
超1600万北京市民喝上了 “南
水”。

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全部清零

10年来， 北京利用 “南水”
充分 “存” 蓄水源。 推进南水北
调中线与永定河、 潮白河、 北运
河等主要水系连通 ， 利用输配
水、 调蓄池、 反向调蓄等工程 ，
实 现 水源 、 水库 、 河湖 、 水厂
等水务设施互联互通， 搭建起北
京水网基本格局。 地下水最大限
度 “少采多补”， 全市平原区地
下水位由2015年25.87米回 升 到
2024年 12.48米， 已连续9年实现
回升 ， 累计回升13.39米 ， 增加
储量70亿立方米， 地下水严重超
采区全部清零。 密云水库蓄水量
从10年前不足10亿立方米增加到
今年的35.81亿立方米 ， 创历史
新高。 北京建立起的外调水、 地
表水、 地下水 、 雨洪 水 等 五 水
联调的水资源保障体系日趋完
善。

10年来， 北京利用 “南水”
科学 “补 ” 充生态 ， 精准实施
“五水联调”，全面开展跨流域、多
水源生态补水， 推动河湖生态环
境复苏。 再生水年利用量达12.77
亿立方米， 成为北京稳定的 “第
二水源”， 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
标率从38.5%提升到88.9%， 国考
和市考断面劣Ⅴ类水体动态消
除。 北京市新增有水河长超500
公里， 断流多年的永定河、 潮白
河相继恢复生机， 五大主干河流
连续4年全部重现 “流动的河 ”
并贯通入海。 干涸多年的陈家庄
泉等超80处泉眼实现复涌， 全市
1361个在册泉点中， 有水在流泉

达880个。 东方白鹳 、 桃花水母
等珍稀物种频现多个水域， 北京
河湖水体全面还清、 水生态状况
持续向好、 水生物多样性大幅提
升。

未来新增水厂将以配置
“南水” 为主

据介绍， 北京市将继续落实
正在推进的供水高质量发展三年
行动方案， 和 “十四五” 时期供
水发展规划任务， 进一步完善南
水北调的输水和供水设施布局，
明年将新建、 改造供水管网200
公里以上， 全市城镇地区管网漏
损率降低到8%， 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 让北京的城市供水能力和
供水安全系数进一步提升。

同时， 加快建设海淀温泉 、
丰台河西第二水厂等， 推进房山
丁家洼、 大兴国际机场、 怀柔地
表 、 顺义地表等水厂的前期工
作， 明年底海淀温泉水厂将基本
具备通水条件， 未来顺义、 怀柔
等新城的居民也将会喝上 “南
水”。

继续加大自建设施供水住宅
小区和社会单位的水源置换 （即
通常说的自备井置换）， 进一步
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不断提高
规模化供水覆盖农村地区人口的
比例和公共供水占有率。 仅通过
自备井置换和城乡供水一体化这
两项工程的开展， 明年就将新增
约10万市民喝上 “南水”。

目前， 北京市水务局已启动
“十五五” 时期供水发展规划编
制工作， 下个5年， 北京市初步
规划再增加100万立方米的日供
水能力， 新建供水管线1500公里
以上， 完成近千个老旧小区的供
水管网改造工作， 利用更加智慧
化的科技手段， 不断提升管网漏
损控制水平。 未来新增的水厂也
将以配置 “南水” 为主， 让更多
市民受益。

□本报记者 孙艳

近日， 由北京市民政局、 天
津市民政局、 河北省民政厅指导
的京津冀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基
地 、 见习基地揭牌仪式暨首届
“家庭照护者培训日” 活动举办。
经过近半年的申报、 评审、 公示
程序， 民政职业大学等10家院校
成为首批京津冀养老服务人才培
训基地， 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等10家养老机构成为首批京津冀
养老服务人才见习基地。

培训基地侧重于 “学”， 主
要面向三地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学
生提供实践教学、 技能培训、 竞
赛指导， 也面向社会开展养老服
务人才技能培训。 培训基地与三
地养老服务机构 、 企业对接合
作， 探索 “学徒制” “订单班”
等人才培养模式， 畅通学生就业
渠道。 同时结合实际需求开发完
善课程体系 ， 提升社会培训质
效。

见习基地侧重于 “练”， 主
要依托三地设施条件良好、 管理
机制健全的养老服务机构， 设置
一批针对性、 稳定性强的见习工
作岗位， 搭建起从课堂到岗位的
桥梁。 同时积极承接养老服务相

关专业学生实践实习。
三地民政部门联合建立了

市、 区两级分类培训原则， 推动
家庭照护者培训工作制度化、 常
态化。

北京市民政局会同养老行业
协会等组织， 按照 《居家照护人
员培训基本内容及时间安排 》，
组织制作 《养老护理操作标准化
示范课程》 等常态化培训课程，
在北京养老服务网上免费播放；

通过线上方式组织金牌护理员、
养老护理技能大赛获奖人员、 高
等级养老护理员等定期开展经验
分享、 照护技能交流等直播互动
活动， 为京津冀有意愿学习养老
护理课程的居家照护人员提供方
便快捷、 丰富专业的学习资源。
相关各区民政部门按照有关文件
要求，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
区域内家庭照护人员和农村邻里
互助员开展培训。

□本报记者 盛丽/文 曹立栋/摄

供暖前全流程检查、 供暖
中定期巡查。 近日， 密云区城
管执法系统积极开展供热专项
执法保障工作， 用执法服务全
覆盖护航市民温暖过冬。

据了解， 为全力保障供热
运行安全平稳， 在2024年供暖
季到来之前， 密云区城管执法
系统便提早行动， 积极开展供
热专项执法保障工作。 检查过
程中， 执法人员对供热企业的
安全巡检记录、 台账、 供热行
为、 供热电脑系统运行、 供热
计量执行情况等开展执法检
查， 同时详细询问供热送达用
户等情况并对与供热相关的法
律法规进行宣传告知， 进一步
提升供热企业和市民对相关法
律法规的认知度， 及时消除各
类隐患， 全力保障采暖效果。

“巡检过程中， 我们坚持
以问题为导向， 特别针对上一

供暖季市民普遍反映的供热问
题进行复查， 要求供热企业要
切实履行好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 按照规定落实好供热设施
安全巡检制度和日常维护责
任， 确保供热设施系统安全平
稳运行。” 密云区城管执法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密云城管系统各
执法队将持续落实 “接诉即
办” 工作要求， 深入社区一线
了解居民诉求， 加强与职能部
门的沟通联络， 形成行业管理
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 。 同
时， 配合管理定期开展走访巡
查， 指导供热单位及时排查、
化解影响供热的因素， 重点检
查不按规定实行供热计量、 延
迟供热、 提前结束供热等违法
行为， 并督促问题及时整改，
为区域内市民温暖过冬保驾护
航。

□本报记者 王路曼

密云城管执法服务全覆盖护航市民温暖过冬

首批京津冀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基地和见习基地单位授牌

近日， 北京师范大学昌平
实验学校项目取得施工许可
证， 并启动建设。 据了解， 该
校建成后将成为中关村国家工
程技术创新基地首个中小学项
目， 提升区域基础教育承载力
水平。

据介绍， 中关村国家工程
技术创新基地位于昌平区沙河
镇， 是未来科学城西区产业发
展的重要板块， 目前已有中国
移动、 中国石油、 北京信息科
技大学等大型央企及高等院校
入驻。 然而创新基地范围内尚
无小学及初中， 该项目将补充
这一区域教育资源， 改善办学
条件 ， 基本满足区域入学需
求。

北京师范大学昌平实验学
校位于昌平区沙河镇创新基地
C-27-2地块， 项目新建建筑
面积28714平方米 ， 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教学用房、 办公及管
理用房、 生活服务用房、 设备
用房、 人防兼车库。 建成后将
由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承办， 与北京师范大学昌平附
属学校实行一体化管理， 规划

为九年一贯制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昌平实验学

校总体规划遵循动静分离原
则， 营造健康、 绿色、 活泼的
校园氛围， 打造新时代魅力学
校。 同时， 该校继承北京师范
大学深厚文化底蕴， 通过对普
通教室、 专业教室、 开敞式图
书馆、 阶梯式合班教室等精心
布局， 树立既富有文化积淀，
又兼具时代特色的建筑形象，
打造未来九年一贯制学校的空
间范本。

为确保项目年内实现开
工， 昌平区职能审批部门联合
发力， 未来科学城集团高质量
落实， 紧盯倒排工期， 高效穿
插配合，合力攻坚克难，在土地
出让、立项审批、方案设计、开
工手续等主线上逐一攻破难
点、 堵点， 实现了多规合一综
合会商申报后2个工作日内取
得各审批部门意见， 1个工作
日内完成意见核发； 工程规划
许可证受理后2个工作日内完
成证件核发； 工程施工许可证
受理当天完成证件核发， 展现
项目高效开工的 “昌平速度”。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北京师范大学昌平实验学校开建
未来科学城西区添新校超106亿立方米“南水”润泽北京

近日，通州区北苑街道“文
明北苑人 家园守望者”青少年
志愿者表彰大会暨小运河戏剧
社汇报演出在该街道文化活动
中心举办。

为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实践
育人功能， 今年以来， 北苑街
道 “文明北苑人 家园守望者”
———文明交通小使者青少年志
愿服务队吸引593名青少年加
入 ， 累 计 志 愿 服 务 时 长 达
9528.5小时， 组织开展69场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 不断提
升区域内青少年精神文明素
养， 引导他们争做爱党爱国、
自立自强、 奋发向上的新时代

好少年。
经过前期广泛宣传 、 报

名、 评议、 公示， 最终评定出
队徽优秀设计奖1名、 年度活
跃志愿者9名和年度优秀志愿
者8名。

今年4月， 北苑街道组织
成立小运河戏剧社 ， 以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 ， 创作
运河剧本、 讲述运河人文、 演
绎运河故事 。 “文明北苑人
家园守望者” 项目负责人黄珊
表示 ： “下一步 ， 我们 将 继
续在志愿服务的道路上砥砺
前行， 让文明的种子在孩子们
心中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 彭程

志愿耀青春 戏剧绽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