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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丰台篇章丰台篇章

“倍增追赶、合作发展”·一把手访谈

和义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博涵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 李娜 王蕾蕾 实习记者 
石萌 申思琪 王一彤）泱泱永定，悠悠宛平，时光回

溯到1905年，宛平高等小学堂落户卢沟桥西岱王

庙，新式学校教育在丰台这片热土兴起。9月26日，

第七届北京教育论坛暨首届宛平教育论坛在永定

河畔举行，聚焦“教育强国建设新使命，首都基础

教育新作为”主题，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宛平教

育”之约。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齐续春，中国

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李衍达，国家教育咨询

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督学、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

心原主任、教育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张

力，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北京市教委

一级巡视员王定东，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

记董竹娟，丰台区委书记王少峰出席活动。

大咖云集丰台 描绘基础教育蓝图

第七届北京教育论坛暨首届宛平教育论坛

由北京市教委、丰台区委区政府共同指导举办，

500余名全市基础教育工作者参与。现场还有来

自全市各区的教育同仁、驻区各高校领导、丰台教

育发展理事会成员、丰台区四套班子及相关部门

领导。论坛开幕式由丰台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韩新星主持。

在主旨报告环节，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

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力和北京

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熙分别作了《建设教育

强国的基点—新时代基础教育的使命》《沃土

计划：创新人才基础培养的北京行动》的主旨报

告，从理论研究与改革创新出发，展望教育强国建

设的前沿趋势。“沃土计划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基于自身特点，用研究的力量来推动创新人才培

养的一个计划。从我们教科院来讲，更多的是在挖

掘一些规律。认识好规律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教学

实践的改进工作，我们希望在这些方面进行更多

的努力，促进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张熙表示。

论坛主旨演讲环节也是大咖云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前教育助理总干事、教育强国建设战略

咨询委员会委员唐虔分享了全球视野下基础教育

有哪些新作为。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校长、国家特

约教育督导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国家视

导员管杰就学区、集团等教育新载体中教师队伍

建设的情况进行了分享。科大讯飞副总裁、认知

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士进带来了认知

大模型技术阶跃及教育应用的思考，与现场基础

教育行政领导、知名专家、校长围绕区域发展、师

资队伍建设、数字教育等关键领域展开巅峰“论

见”，共绘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蓝图。

在论坛上，院士与教师、学生共同倡议举办“北

京市中小学生科学素质大赛”。该赛事分为工程

素养赛道、数字素养赛道、人工智能赛道等3个赛

道6个赛事，涉及BDL工程素养、信息学竞赛、神机

妙算、智能硬件设计、AI挑战赛等。首届市赛将于

2024年年初举办，届时各区优胜者将相聚在丰台，

市赛优胜者将进一步推荐参加更高级别的赛事。

论坛还组织了三场分论坛，密集呈现了北京

基础教育改革中的新思想、新思路、新观点、新办

法。三场分论坛分别聚焦“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机制构建”“‘双新’背景下小学教育的新作

为”“落实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指南，推进幼儿园的

高质量发展”教育热点话题。

从宛平肇始 百年教育路硕果累累

京西宛平，永定河卢沟桥“九省通衢”，家国

四方，自古就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更是北京现

代基础教育的重要发源地。

“1905年，宛平高等小学堂在卢沟桥西岱王

庙举办，初创新式学校教育。1906年，顺天府设立

宛平初级师范学堂，并于6年后更名为京兆师范

学校。在宛平办学的14年间，京兆师范为北京地

区培养了300多位小学教育工作者，著名的‘故事

大王’孙敬修就在这所学校就读，并走上教育岗

位。”丰台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上世纪30年

代，宛平县的小学就已经达到了97所。

1914年创建的宛平县立卢沟桥小学，就是

现在的卢沟桥第一小学的学校，已走过了百年沧

桑。1934年创建的宛平县简易师范学校，就是如

今教育改革排头兵北京十二中的前身。

厚积历史之底蕴，续写来日之方长，丰台区教

育结出累累硕果。目前，全区建立了20个教育集

团，涵盖学校140所址，并以北京十二中、北京第五

实验学校、北京钱学森中学、北京十八中、北师大

实验中学丰台学校、丰台二中、北京十中、人大附

中丰台学校、民大附中丰台实验学校、首师大附属

丽泽中学等“十强学校”为引领，不断丰富着优质

教育资源的供给。

“行走的思政课”  构建与时代同向的生动实践

论坛上，由丰台八中学生团队自主创作的原

创话剧《宛平校园》正式首演。话剧深度挖掘卢沟

桥、宛平城红色的教育资源，艺术地再现在全民

族抗战中坚持从事教育的那些不平凡的小人物。

“这是学生们以戏剧课程为载体构建生动

的‘大思政课’，是深化丰台区‘行走的思政课’的

生动实践。”丰台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

以来，北京市丰台区立足地域思政资源与教育实

际，以“行走的思政课”为突破口，推出《行走的思

政课实践手册》，在课程、师生、资源不同维度的

“行走”中，提升课堂的厚度。

论坛现场还进行了丰台区深化新时代思政课

改革创新工作成果发布，推出9条“行走的思政课”

路线，首批19家“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

创新资源单位”集体亮相。

强基工程 举全区之力办好教育

不久前，丰台区宣布全面启动学区制改革，以

26个街镇行政区划为基础，统筹建立13个学区，以

学区建设为引领，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

面。同时，通过整合合并、联合办学、集团化办学等

多种方式对全区70余所学校进行了调整，着力解决

目前部分学校规模较小、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

问题，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能力。“未来，我们将

坚定不移地健全学区制管理模式，深化教育集团

建设，巩固集群发展特色，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不断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缩小教育的城乡、区域、校

际、群体差距，实现‘每个街镇每个学段都有优质学

校’的目标。”丰台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是丰台区基础教育“强基工程”的重要举

措之一。3年内新增2 .3万个中小学学位，到2031

年，每年面向全国引进15名以上领军型教师，普高

率提升至85%以上，每个街镇都有1至2所优质校

（校区）……“强基工程”将以教育高质量发展助

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1年将丰

台区建设成为首都教育强区。

“我们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细化涉及37个

委办局的具体任务清单，各街镇、相关部门都要把

‘强基工程’的任务纳入本部门重要议事日程，明

确量化阶段目标，压实责任，绘就‘一张蓝图’。”丰

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强基工程”的任务目标为

引领，丰台区将不断调整优化教育布局，全区上下

真正形成“一盘棋”齐抓教育的模式，持续推进教

育改革创新，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教

育支撑。� （详见03版）

主持人：不久前，和义街道召开了“倍

增追赶、合作发展”大会，能否介绍一下大会

有哪些丰硕的成果？

刘博涵：这次大会是一次凝聚发展共

识、整合发展资源、形成发展合力的大会。

我觉得主要的成果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

明确了产业发展定位。和义街道立足南中

轴生态轴、文化轴和发展轴功能定位，系

统梳理辖区产业基础和发展资源，提出了

构建“一轴、一园、三特色产业、一门户站

点”的“1131”产业发展格局。二是发布了

城市机会清单。发布了首批街道级城市场

景机会清单，涵盖空间资源、需求、企业能

力和企业协作四个方面共50项内容。三是

建立了人才合作机制。我们结合自身发展

定位，与五所高校的相关部门、学院，包括

清华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宇航学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

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

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建立

了人才合作机制，分别围绕党建共建、商

业航天、未来食品、风景园林、社工培养

五个方面推动合作，助力辖区发展。四是

推动了项目企业落地。我们现场举行了北

京食品科学院细胞培育肉项目在首农发

展创新科技产业园落地的签约仪式，重点

打造未来食品产业的孵育基地。同时现场

见证了5家重点企业的签约落地。五是搭

建了交流合作平台。我们成立了“和义街

道合作发展战略联盟”，涵盖55家企业、智

库、院所、商务服务机构和区域化党建共

建单位，联盟将成为企业交流合作、产业

发展孵育的重要平台。������（下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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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一心抓教育 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

“丰”味美食节让游客直呼过瘾“丰”味美食节让游客直呼过瘾

王一彤 摄王一彤 摄

9月25日，2023丰台消费季第九届金秋“丰”味美食文化节暨国

际花潮节金秋系列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聚合丰台全区餐饮业态，为

大家带来丰范儿和烟火气十足的特色美食盛宴。（详见06、07版）    

“信息之门”初具雏形
本报讯（记者 林瑶 实习记者 石萌 王一彤）近

日，记者来到位于丽泽金融商务区的国家金融信息大

厦（以下简称“国金大厦”）施工项目，现场1100余名

工人同时作业，高200米的“信息之门”初具雏形，预

计明年竣工投入使用。

国金大厦是新华社与北京市政府开展金融信

息服务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新华社努力

建成国际一流新型全媒体机构的重要支撑。下一步，

该项目将建设成为绿色智慧金融信息大厦，为“金融

+科技+文化”新型融合业态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新

发展彰显新动能，丽泽金融商务区也将把高质量发

展作为首要任务，积极贯彻落实“倍增计划”和“发展

伙伴计划”，切实保障一系列重大工程、重点项目落

地、完工。

国金大厦是集办公、会议、会展等功能为一体的

大型综合性地标建筑，总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22.75万平方米，塔楼地下5层地上39层，项目体

量大、工期短。从南侧看去，只见两座塔楼已经封顶，

大部分幕墙都已安装完毕。工人正在如火如荼地安

装裙房西侧的折线玻璃幕墙，需要搭乘25米的直臂

吊车和由上而下的吊篮搭配进行高空作业。

“国金大厦项目施工过程中攻克了很多技术难

题，经过专家论证以及技术实验最终实现200米高石

材上墙，每一块玻璃幕墙中间都安装了三角翼石材，

在石材固定上下了很大功夫。”技术部经理何国徽告

诉记者，“除此之外，仰望可以看到的斜面幕墙区域，

我们首次采用地面焊接、整体提升的安装方式。”

记者了解到，该斜面幕墙钢结构区域，是由直径

70公分的圆管柱，按照角度切割出圆形斜面，全手工

焊接的。斜面幕墙的幕墙装饰架需要大量钢材，首先

通过龙骨拼接，再嵌入玻璃，将近200块的斜面钢结

构，拼成两块整体桁架，整体抬升，舍弃了往常先运输

上去进行高空焊接的工作模式，此次创新采用整体

焊接方式，避免了工人高空作业、物体掉落等危险，避

免了人员风险、交叉作业风险，地面操作更加提升了

焊接的精准。������������������������������������(下转02版）

国家金融信息大厦预计明年竣工国家金融信息大厦预计明年竣工

企业家为丰台投下企业家为丰台投下信任票信任票
颁发全国首张个体电商转实体营业执照、上

线全市首个“互联网企业服务平台”、落地全市首

例商业办公类“交地即交证”……9月25日，记者从

“遇见丰台·众汇京彩”丰台区优化营商环境成果

创新发布活动上获悉，多项全国、全市首创营商环

境改革措施在丰台落地。           （详见02版）

第七届北京教育论坛暨首届宛平教育论坛在永定河畔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