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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叶堂林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言献策

引导员拉住手
劝阻跳桥者

在她精心照料下
卧床邻居可以走路了

丰台好邻居

本报讯“屋子太乱了，只要有空的地方就
被我们的书籍材料‘征用’了。”在叶堂林十多平
方米的办公室里，关于京津冀的书籍和材料高
高摞起，几乎将他整个人淹没。叶堂林是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
行副院长，刚过完年没等到开学的时间，他已经
匆匆赶回办公室，着手安排新一年的研究计划，
到雄安新区出差、参加学术研讨、撰写区域发展
报告等，作为研究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专家，
他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好的研究是跑出来的。”叶堂林的团队一
年基本有 4个月的时间“跑”在一线，田间地头、
工厂、学校……一步步地梳理和完善课题研究
方向和思路。“我们是智库的角色，为国家战略
和区域发展建言献策。虽然整个团队围着京
津冀做研究已经十几年，但我还是觉得时间不
够用，有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叶堂林说。

团队建议
落地开花、效果显现

2007 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组建了京津冀
研究团队，专门从事首都圈和京津冀相关研
究，叶堂林是最早的研究团队成员之一。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让叶堂林
的团队有了更大发挥空间，许多建议落地开
花、效果显现。

针对北京的科技成果主要流向长三角城
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科技成果协同转
化相对不足的情况，叶堂林研究团队建议：打
通创新项目在北京孵化与津冀产业化的联动
通道，在环京津科技园区的重点地区，加快建
设一批高水平科技合作示范基地或中试中心，
打造一批成果转移转化承载高地，提升河北

“造血”功能和内生发展动力。
这些建议很快得到积极响应。2023 年，京

津冀三地共同发布了“六链五群”的产业协同
发展新图景，三地协作推动氢能、生物医药等
相关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建设，并启动京津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廊道、京唐秦机器人产业廊道
等五条产业廊道建设。三地共谋做大产业“蛋
糕”，投资互动和资本要素融合流动持续增
强。“我很骄傲！团队的研究能为国家战略作
一点贡献，过去 10年，我们亲身经历、亲眼见证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和成效，这是做研究的

人最大的荣幸。”叶堂林说。

实地调研
推进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

在叶堂林看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京津
冀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明显不平衡
态势。“2007 年，我们刚开始做京津冀一体化调
研的时候，有一次从北京去邻近省份的一个
县，不到两百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好几个小
时，交界地区是断头路，还要到处找人问路。
到了县里发现当地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年轻
人都在北京打工，北京想要落地的项目因为没
有配套保障而作罢。”受到调研的启示，叶堂林
选择将三地产业协同作为研究的破题点。“产
业是区域发展的基石，区域内产业链上下游如
果不能实现协作，各种资源要素不能正常流
动，就无法缩小区域间的经济社会差距，无法
让三地老百姓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反之，

产业能够实现协同，京津冀在各个层面的协同
都能迈上一个台阶。”

2014 年以来，叶堂林研究团队凭借扎实的
调研功底和丰富的研究材料，先后参与十多个
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规划编制，内容涉及自贸
区一体化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联动、
产业链融合等。他们组织的“京津冀蓝皮书信
息发布会”等一系列主题活动，已经成为京津冀
地区产业协同最新研究成果的发布平台和研究
人员学术交流平台，他们研究撰写的关于京津
冀产业发展的蓝皮书已经接力发布了 12年。

现在的京津冀，区域配套更加紧密，新质
生产力加快形成，一批优势产业链和先进制造
业集群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的愿景正变成现
实。“下一步，团队会继续围绕京津冀产业协同
和创新协同主题，尤其是产业链布局、产业廊
道建设等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北京市科技成果
怎么更好地在津冀落地转化加大调研力度。”
叶堂林说。

张玉焕，女，汉族，现为六里桥街道青塔秀园
公交站公共文明引导员。

张玉焕每天引导乘客有序排队上车，帮助有需
要的乘客，尽己所能地解答乘客提出的问题。去年，
一位老人扒着护栏，欲从天桥上跳下来。张玉焕赶
紧上前拉住老人的手，让路人打电话报警，并疏散周
围群众。她焦急地对老人劝解并询问事情缘由。

经过张玉焕长时间耐心的沟通，老人逐渐放松
下来，放弃了轻生的想法。围观的人们都松了一口
气，纷纷夸赞引导员用热心和耐心挽救了一条生命。

苏翠平，女，64岁，现为东高地街道益丰园小区
居民。

苏翠平热心社区公益事业，积极参加志愿者
值班、低龄帮高龄等社区公益活动，她竭尽全力
发挥余热。

苏翠平非常孝顺，她的邻居何阿姨常年生病
在家，腿脚不好，不能出门。苏翠平一直尽心竭力
地照顾着，何阿姨爱吃什么，苏翠平就做什么。虽
然老人卧病在床，但是有苏翠平的陪伴和照顾，老
人很欣慰。老人不能自理，苏翠平每天坚持帮助
老人擦身体、翻身，给老人按摩，防止得褥疮以及
肌肉萎缩。

这样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现在何阿姨在家里
可以下床走路了，别提多开心了。老人总是和身
边人夸有个胜似亲人的好闺女！

本报讯 3月 19日，北京市中小学生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七个一”活动在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正式启动。来自北京市第十中学和
北京市丰台区新北赋学校的 300 余名学生参加了

“开学第一课”。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也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施行的第一
年。为进一步发挥好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作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抗战馆将学习
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法与宣讲党史、传承革命精神融
入到“七个一”活动中，引导青少年学生了解抗战历
史、弘扬抗战精神、涵养家国情怀，进一步增强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抗战馆特别邀请到“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的
孙女李秀玲，为同学们讲述戎冠秀在抗战时期照顾
伤员，积极支援前线，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
感人事迹。

北京市第十中学初中部主管校长钱月华表示，
希望同学们学习先烈英勇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坚
定信念，勇往直前。作为新时代的接班人，同学们
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要继承
和发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勇于探索，不断实践，为实
现国家强大和民族富强而努力奋斗。

“开学第一课”仪式结束后，同学们在讲解员老
师的带领下，走进《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主题展览
中，分组开展实际探究和学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组织“开学第一课”

300余学生听革命后代讲述红色故事

北京京剧院“纪梅”巡演启动
本报讯 今年 3 月至 10 月，北京京剧院经过

精心筹划，计划举办盛大的“纪念梅兰芳先生诞
辰 130 周年、梅葆玖先生诞辰 90 周年”全国巡演
活动，以此纪念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诞辰
130 周年及其子、梅派艺术传人梅葆玖先生诞辰
90 周年缅怀两位京剧艺术大师对中国戏曲艺
术的卓越贡献，并展示梅派艺术在当代的璀璨
传承。

据悉，此次巡演计划在北京、天津、上海、南
京、武汉、泰州等地演出 50 余场梅派剧目，将汇

聚来自祖国各地的当代梅派艺术名家新秀，共
同呈现梅派艺术的魅力。这不仅是一次梅派艺
术的集中展示，也是北京京剧院积极响应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号召的
实际行动。

首轮巡演将于 3月 27日至 4月 6日分别在长安
大戏院、吉祥大剧院上演，共计 10 场梅派剧目演
出。届时，中国台湾梅派名家魏海敏，北京京剧院
领衔主演、梅派名家张慧芳、胡文阁，青年梅派名家

张馨月、王怡、窦晓璇，以及国家一级演员、优秀梅派
演员郑潇，优秀青年梅派演员路洁、白金、刘烁宇等
梅派传人将陆续登台献艺。此外，北京京剧院领衔
主演、叶派小生名家李宏图，花脸名家陈俊杰等也
将联袂出演，共同为观众呈现一场场精彩绝伦的京
剧盛宴。

此次巡演活动不仅是对梅兰芳、梅葆玖两位
大师的最好纪念，也是推动京剧艺术传承发展的
重要举措。广大观众朋友们敬请期待，共同见证
梅派艺术的辉煌传承与发展。

本报讯 作为国家级艺术院团，中
国歌剧舞剧院承载着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自 2023
年 12月起，“舞动新时代”中国歌剧舞
剧院优秀舞剧开启全国巡演，旨在通
过融合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创作歌
剧舞剧精品，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让高
雅艺术深入民心，滋养文化自信。

据悉，此次巡演将贯穿至今年 6
月底，其间将精选多部深受观众喜爱
的精品舞剧进行展示。其中包括《孔
子》《昭君出塞》《赵氏孤儿》《李白》等
经典之作，每一部作品都蕴含着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舞蹈的形式，
将古人的智慧与情感、历史的厚重与
深沉，展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本次巡演还将特别呈现
《华章——致敬经典六十年》中歌经
典舞剧 GALA，这部作品汇聚了剧院
多年来的经典之作，是对舞剧艺术的
一次庄重致敬，也是对剧院发展历程
的温馨回顾。观众将有机会欣赏到
这些经典舞段，感受舞蹈艺术的独特
魅力，品味中华文化的深邃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更多观众
能够亲临剧场，体验舞剧的魅力，本
次巡演还特别推出了 30%的惠民票
价。这一举措不仅降低了观众观演
的门槛，也进一步推动了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让高雅
艺术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

中国歌剧舞剧院表示，此次“舞动新时代”全国巡
演活动旨在通过优秀的舞剧作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希望借助这一平台，加强与观众
的互动与交流，让更多人了解、喜爱并参与到舞剧艺
术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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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
花朝汉服节报名开启
本报讯（通讯员 周未）近日，备受瞩目的第四届

“百花仙乡，汉服名园”北京花朝汉服节报名工作正式
开启。本次活动将于 4 月 4 日至 6 日在北京世界花卉
大观园（丰台区南四环中路 235号）盛大举行。

据悉，本次花朝汉服节以“花开有你，共赏韶华”为
主题，将呈现一场融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精彩
盛宴。活动期间，十二花神大赛、汉舞大赛等舞台项目
将逐一亮相，当筵歌诗、契文与说等趣味活动也将纷至
沓来，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除了精彩的舞台表演，本次活动还设置了众多
非遗文化互动体验项目，包括弯弓引射、雅歌投壶、
活字印刷、木雕花灯、手绘团扇、纺织飞梭等。游客
们可以在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领略古人的
智慧与匠心。

此外，本次花朝汉服节还将举办国风运动会、飞花
令、斗花活动、花朝征文大赛、花朝创意大赛、四海神仙
会、花朝音乐会以及汉服运动历史展等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活动。本次活动诚挚邀请广大游客踊跃参与，共
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共赏春天的美景。

丰台好人

叶堂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
导师。现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研究院（首都高端智库）执行副院
长、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教育部 2011 计
划）执行副主任、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研
究基地（北京市哲社重点基地）首席专家、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北京市优秀
教师（2022）、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2023）、北
京市优秀共产党员（2023）、长城学者特聘教
授、京津冀蓝皮书主编。主要从事首都高质
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都市圈治理研究。

连续主持 2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
究，批准号23&ZD078；基于区域治理的京津
冀协同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批准
号17ZDA059），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北京市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在内的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 20 余
项，主持委办局委托及横向课题30余项；在

《中国软科学》《经济学动态》《科研管理》，Ap⁃
plied Soft Computing、Applied Economics等期刊

发表高水平论文120余篇；出版《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基础与路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
重点研究》《京津冀发展报告（2023）：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助推区域协同发展》等20余
部专著。

参与国家重大政策起草19项，获省部级以
上领导批示和采纳48项，其中，25项研究成果获
中央领导肯定性批示、19项获省部级领导肯定
性批示、4项获省部级采纳；曾获北京市第十五
届优秀调查研究成果二等奖、北京市第十四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编的京津冀蓝皮
书8次获全国优秀皮书奖一等奖、2次获全国优
秀皮书奖二等奖；研究成果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
以及为国家领导人相关重要讲话提供了重要
参考；2022年9月8日，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与研究团队座谈40分钟，相关研究观点得到高
度认可，并鼓励团队开展持续深入研究；作为突
出贡献专家，应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庆祝大会，作为唯一的一位学者入选新华
社评选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十人”，是京津
冀协同发展研究领域的领军型学者。

专家简介

苏翠平苏翠平（（右右））

学生集体宣誓承诺要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学生集体宣誓承诺要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为实现国家强大努力奋斗为实现国家强大努力奋斗。。

革命后代讲述红色故事革命后代讲述红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