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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日前，
北京市第二届冬季运动会在国家
体育馆开幕。组委会成员单位相
关负责人、北京群众代表、运动员、
教练员等约 2500 人参加了开幕
式，来自副中心的 37 名运动员、6
名教练员组队参加。

第二届市冬会由北京市人民
政府主办，市体育局、市教委、市
体育总会承办，是北京在冬奥会
后举办的最高级别大型综合性冬
季运动会，是大力传承北京冬奥
精神的实际举措，也是北京备战
2026 年冬奥会和第十四届全国
冬季运动会的重要人才选拔锻炼
平台。

本次开幕式以“相约冰雪北
京，共享精彩冬运”为主题，在北京
冬奥会冰球比赛场馆——国家体
育馆上演。开幕式上，仪仗队员护
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率先入场，运
动会会旗随后入场。裁判员和各
参赛代表队运动员方阵以滑冰的
形式依次入场，行进间展现了北京
冰雪健儿昂扬向上、拼搏奋进的精
神风貌。

据了解，本届市冬会由青少年
竞技组和群众组两部分组成。其
中，青少年竞技组比赛设滑冰（短
道速滑、花样滑冰）、滑雪（高山滑
雪、单板滑雪）、冰球、冰壶等 4 个
大项，6个分项，共产生80枚金牌，
其中滑雪作为最后一个项目计划
于12月24日收官。该组共有来自
全市 16个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1500余名小选手参加，与首届市冬
会相比增加 300 余人。本届市冬
会上，来自副中心的 37名运动员、
6名教练员，将分别参加冰壶、短道

速滑、滑雪项目。
近年来，通州区体育局充分发

挥体育行业优势，积极营造有利于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文体环境和
社会文化氛围。打造“通通来运
动”工作品牌，带动青少年参与体
育运动。进一步完善公共体育基
础设施，今年以来新建设篮球场10
处、足球场10处，购置室内30张台
球桌和 40 张乒乓桌、全民健身工
程器材 80 套、零散健身器材 300
件。建设刘庄体育公园、张家湾体
育公园、宋庄体育公园和台湖全民
健身中心，内含青少年健身场地，
保障青少年就近使用健身器材锻
炼身体，练就健康体魄。

青少年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
还离不开持续开展的赛事活动。
今年以来，通州区围绕品牌赛事开
展“通通来运动”赛事活动，组织
800 组亲子家庭参与 2023 北京城
市副中心马拉松萌娃泡泡亲子跑，
500名儿童青少年运动员参加北京
市第十四届全民健身体育节“奔跑
吧少年”系列活动暨第五届北京轮
滑公开赛，满足儿童青少年多样化
的健身需求，促进青少年健康发
展。此外，也组织青少年参加竞技
体育比赛。在 2023年U系列比赛
中，覆盖 26个项目，运动健儿在赛
场上顽强拼搏，获得 39 金、71 银、
91铜的好成绩。

今年以来，通过与俱乐部合
作，通州区体校注册青少年运动员
达到了 2600 人，选派能力突出的
青少年运动员代表通州区参加市、
国家级比赛，共向市级队伍输送了
游泳、自行车、羽毛球项目共计 16
名优秀运动员。

副中心青少年出战北京市第二届冬季运动会副中心青少年出战北京市第二届冬季运动会

前十月本市规模以上工业营收增长2.8%

本报讯（记者 赵鹏）昨天，“2023 网
络安全行业生态大会”在城市副中心举
办。会上，北京通州网络安全产业园区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通州商务园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当
日还传出消息，网安园（通州）已引进211
家网络安全相关企业，其中包括 32家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这次大会由市科协、通州区政府联
合主办，通州区经信局、中关村通州园管
委会等承办，通州区科协、北京通州网络
安全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等协
办。大会将推动副中心网络安全产业发
展，优化网络安全产业生态，促进“政产
学研用”多方的链接融合。

当前，副中心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产业，网络安全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
要保障，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发展前
景。网安园（通州）作为副中心加快构建

“高精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主导
功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未来
将成为推动网络安全领域交流合作、构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目
前，网安园（通州）已引进211家网络安全
相关企业，涉及 3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3 家北京市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15 家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10家北京市“创新型”中小企业，32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工信部网安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董

晓鲁表示，网络安全是我国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时代国家
安全的战略基石。未来希望有关各方在
需求牵引、技术创新、人才培育、产学研
用四方面加强交流合作，推进网络安全
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网络安全防
线，为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
设作出更大贡献。

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刘晓勘介
绍，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
争。市科协推动各类创新资源通融对接，
促进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金融链、服
务链“五链”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市科协
还助力在网安园（通州）成立了通州区第
一家院士专家服务中心创新基地，并期待

能借助这个平台建立良好合作机制，为
我国网络安全行业发展再出高招良策，
为建设网络强国凝聚磅礴力量。

会上，北京通州网络安全产业园区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通州商务园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
来，网安园（通州）将携手紫光科技园，共
同创建以数字经济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基
地，加速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副中心，推动
副中心网络安全产业转型升级。

据介绍，这次大会汇聚科技创新资
源，为网络安全产业提供了一个高效、开
放、共享的交流合作平台。今后副中心
将依托网安园（通州）加强网络安全技术
研发和创新，推动网安产业优化升级。

32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落地网安园
网安园携紫光科技园共创数字经济基地

本报讯（记者 曹政）昨天，北
京市发改委对外发布《关于调整本
市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
知》，对今年 11月 19日至明年 3月
15日的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上浮
0.43元/立方米。需要提醒市民的
是，此次上浮的是非居民用气价
格，居民用气价格不调整。

按照通知，本市非居民用管道
天然气销售价格自2023年11月19
日至 2024 年 3 月 15 日将上浮 0.43
元/立方米；自 2024 年 3 月 16 日
起，取消上浮。

具体来看，今年 11 月 19 日至
明年3月15日，发电用气价格调整
为2.7元/立方米，城六区供暖制冷
用气价格调整为 2.88 元/立方米、
其他区域供暖制冷用气价格调整
为 2.64 元/立方米，城六区工商业
用气价格调整为 3.30 元/立方米、
其他区域工商业用气价格调整为
3.06 元/立方米，压缩天然气加气
母站供非居民用气价格为2.76元/
立方米。此外，压缩天然气加气母

站供居民用气价格继续执行 2.10
元/立方米，不作调整。

明年 3 月 16 日起，将取消上
浮，发电用气价格恢复为 2.27 元/
立方米，城六区供暖制冷用气价格
恢复为 2.45 元/立方米、其他区域
供暖制冷用气价格恢复为2.21元/
立方米，城六区工商业用气价格恢
复为 2.87 元/立方米、其他区域工
商业用气价格恢复为2.63元/立方
米，压缩天然气加气母站供非居民
用气价格恢复为2.33元/立方米。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提醒，此
次调整只涉及非居民用气价格，今
冬供暖季期间，本市居民用电、
气、热价格维持稳定，不作调整；
执行居民价格的学校、养老福利
机构、社区居委会等非居民用户
价格不作调整。同时，非居民热价
不作调整。

市发改委同时也要求，各燃气
企业要严格执行价格相关规定，及
时做好销售衔接，自觉维护市场价
格秩序，保障稳定供应。

北京非居民用气价格阶段性调整
提醒：居民用电、气、热价格不变

（上接1版）同时还接待武清、廊坊
181 所学校干部教师 333 人次，有
效提升了三地教师的专业能力和
素养。

其中，在“通武廊”三地教育部
门积极推动下，各地分别安排 8所
中学、4 所小学，组成了 12 个基础
教育协同发展共同体，并制定了

《通州武清廊坊基础教育协同发展
共同体章程》；三地 18所幼儿园、6
所中等职业学校、3所特教学校组
建了幼儿园联盟、中等职业学校
联盟和特殊教育联盟。各共同体
定时定点开展学校特色活动展
示、优化课堂教学、学生艺体竞
赛、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深度合作，
达到了整体提升教育教学及科研

水平的目的。2018年以来，各共同
体开展活动近 200次，受益教师和
学生数万人，成为三地教育协同发
展的有效载体。

通州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京津冀教育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促
进区域内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提升
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培养更多符合
区域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进而提
升区域整体综合竞争力。接下来，
副中心将继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
共享，搭建“通武廊”优质教育资源
交流平台，建设同步课堂教室实现
精准教研，共享干部教师培训资源
打造教育家队伍等，不断促进三地
教育水平成长进步。

津冀分享副中心优质教育资源津冀分享副中心优质教育资源

清晨不到 7 点，东方刚刚露出鱼肚
白，室外气温还在冰点以下。城市副中
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地上，数不清的工
人正准备上早班。记者走进站房施工
区，只听得铿锵有力的喊话声从安全教
育室里传出——

“冬季施工已经开始了！天冷，手脚
不那么灵活，高空焊接工、架子工，你们
的工作危险，千万不能马虎。身体不舒
服了，别硬扛着。”“还有两个多月就过年
了。大家一定注意安全，把安全带都系
好，家里人都等着咱回家呢！”

安全教育室里，明晃晃的灯光下，一
排排头戴安全帽的建设者正坐在板凳上
聆听。站在最前头讲话的，是中铁建设
集团的冯悦海。他是项目上的安全总
监，一米八的个头，戴着一顶红色安全
帽，眼睛炯炯有神。

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正在如
火如荼地建设中。每天清晨，中铁建设
的工地都要在开工前进行安全教育。冯
悦海只要有时间就会亲自来做教育动
员，还要跟大家一起观看安全教育片，共
同提高安全意识。

安全教育室外，就是中铁建设集团
的施工场地，长 168 米，宽 192 米。这里
未来将成为整个副中心站的站房核心
区，旅客们进站、候车、乘车，都得经过。
副中心站完工后，将是亚洲最大的地下
综合交通枢纽。

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工人们戴好
安全帽，快步走向作业区。没一会儿，钢
梁上、马道边、基坑里，开始有焊花闪
动。参加完班前教育的冯悦海并没有返
回项目部办公区。他的习惯是留下来，
至少在现场转一圈，趁着大伙儿刚开工，
抓紧时间把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扼杀
在摇篮里”。

施工区西北侧，几十根粗壮的钢管
柱早已安装就位，上面是形态各异的牛
腿梁。大部分焊工可以比较安稳地站在
高空车上作业，而一些造型复杂的位置，
则需要焊工站到钢梁上工作，离地面至
少有15米。

“放心吧冯总，不用查了。防坠器都
调整好了，安全带也系着呢，恁放心！”

“冯总，俺们都记着你那话哩，安全生产，
生产安全。”来自河南、陕西的焊工们，看

见冯悦海，主动打起招呼。
冯悦海摆了摆手，“哪能不查？”眼睛

盯着焊工们身上的安全设备，检查合格
后继续说：“大家都是老焊工了，甭管有
没有人查，都得对自己安全负责。”对于
违反安全规定的工友，他向来不会客
气。“安全意识不强，要是不立即阻止就
等于害了他。我宁当安全生产的‘胆小
鬼’，也绝不做工地上的‘老好人’！”

2020 年盛夏，冯悦海来到副中心站
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担任项目安全总监。
1989 年出生的他，是项目部领导班子里
最年轻的。来这儿之前，他曾参与过贵
阳北高铁站建设，还在中铁建设集团总
承包公司对上百个站房、房建、隧道项目

进行过安全评估。到现在为止，他已经
跟安全管理打了10年交道。

工地上逐渐繁忙起来，运送建材的
大车一辆接着一辆……冯悦海用两个小
时，绕了整个工地一圈，没发现什么安全
隐患。“要是发现了隐患，咱就得马上叫
停作业，立即整改。我们要打造安全零
事故的‘百年工程’。”冯悦海带记者来
到施工现场临时指挥部，办公桌上，摆满
了安全管理、安全须知、安全培训等一系
列的书籍或文件，每本书和文件或多或
少都有圈圈点点、划线的笔记。

来到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 3
年多了，让冯悦海感觉压力最大的是桩
基施工阶段。“3 万多平方米的作业面

上，10 台履带吊车 24 小时不停工地把
105 根钢管柱吊装到位。”冯悦海说，最
大的钢管柱直径 1.6 米、长 39 米、重 91
吨，要 2台重型履带吊相互配合，容不得
一点闪失。那阵子，他几乎天天住在工
地上，亲自指挥吊装，实在熬不住了，就
回休息室躺会儿，但睡不了多久，又会突
然惊醒，“这节骨眼上放心不下啊！”经过
不懈努力，中铁建设集团105根钢管柱全
部安全就位。

“悦海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项
目部的同事们都这样评价他。已经参加
工作10年的冯悦海说，自己要发挥好“传
帮带”的作用，把积累的安全生产管理经
验，传授给更多年轻人。

在中铁建设集团从事安全管理10年的冯悦海——

绝不做工地上的“老好人”
本报记者 陈强

本报讯（记者 陈雪柠）昨天，
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 至 10
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
业 收 入 2225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8%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1354.9 亿
元，同比下降 22.9%。剔除新冠
疫苗生产影响，工业企业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3.3%，利润总额同比
下降 17.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营业
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工业企
业。据统计，在37个工业行业大类
中，14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个行业
亏损减少。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430.7亿元，同

比增长23.2%；汽车制造业实现利润
总额281亿元，同比下降5.3%；医药
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183.8亿元，同
比下降39.1%。

分规模看，大中型企业实现利
润 总 额 1143.7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5.7%。分经济类型看，外商及港
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02.5 亿元，同比下降 34.4%；股份
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751.7 亿元，
同比下降10.2%。

截至 10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应收账款6894.7亿元，同比增
长17.2%；产成品存货1314.1亿元，
同比下降0.2%。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冬日暖阳下，
房山区琉璃河镇吉洄路东段已完成路面
铺设，工人们正进行园林工程的测量。
道路西端，一块刻有“友谊”二字的石头静
静矗立，这块石头见证了吉洄路从满目疮
痍到焕然一新的过程，也镌刻了通州区与
房山区之间的深厚情谊。

在今年7月的特大暴雨中，吉洄路东
段被洪水浸泡，造成路基坍塌、路面断
裂。这条路毗邻琉璃河西周遗址公园和
董家林、黄土坡两村回迁小区，是附近居
民的必经之路，关乎几千名百姓的出行。

今年8月，通州区按照市委关于开展
平原区与灾损严重乡镇结对帮扶的工作
要求，成立结对帮扶灾后重建工作小组。
8 月 21 日，选派通州区梨园镇副镇长张
葛、通州区发改委协同科科长邓磊两名干
部来到琉璃河镇，分别担任副镇长和镇经
发办副主任职务。在情况摸排和实地调
研中，这条路立刻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紧邻这条路的回迁小区已经有部
分居民入住，很快将迎来更多的居民，如
果不尽快修好这条门口的路，将会给他
们的生活造成很大困扰。”张葛说。

两位挂职干部和通州区政府相关部
门请示后，通州区决定捐赠资金尽快修
建这条路。“为了早日通车，我们想方设
法加快手续办理，协调设计单位、项目单

位、工程监理等开了多轮协调会，终于在
10 月 30 日实现了进场，经过 20 多天施
工，现在基本上完成了主体工程，晒干之
后就可以铺油了。”邓磊介绍。

赶工期也要保质量，在施工过程中，
两位挂职干部多次组织会商会，对道路
工程的安全质量提出了近乎严苛的要
求，确保修出一条“放心路”。为了感谢
通州区人民的情谊，琉璃河镇特意在吉
洄路的西侧立下一块镌刻着“友谊”二字
的石头，纪念两区之间的深厚友谊。

自8月份来到琉璃河镇后，张葛和邓
磊走遍了镇里重点受灾点位，把民生问
题、高质量发展问题作为调查研究工作重
点，实地踏勘受损严重的村庄道路、变电站
等基础设施，农田、蔬菜大棚等产业设施，
党员活动室、医务室等公共服务设施破损
情况，把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做好记录，
形成调研问题清单。结合清单，他们利用
对口支援工作机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
措施。除此之外，还在产业、农产品销售、
人才就业等多方面主动开展帮扶。

在他们的牵线搭桥下，今年 9月，通
州区消费帮扶分中心和通州区融媒体中
心先后三次到贾河村调研京白梨的生产
和销售情况，首批签订了一万斤的销售合
同，将京白梨引入城市副中心百姓餐桌。

产业帮扶上，他们协同通州区经信

局到琉璃河镇开展专题调研对接。针对
琉璃河镇立教、白庄、庄头三处集体产业
用地进行推介，对接通州区优质企业，在
环保、食品科技、物流等产业链上进行深
度合作，发挥各自在技术、资金、地理位
置上的优势，尽快盘活闲置地块，提高村
集体收入。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一年基本恢
复、三年全面提升、长远高质量发展’的
总体思路，继续细化结对帮扶项目台账，
充实三年援建储备项目库，为后续项目
实施打好基础。”通州区结对帮扶灾后重
建工作小组相关负责人、通州区发改委
副主任张芳说。

今年特大暴雨灾后结对帮扶项目记者探访

房山有一条通州“友谊路”

寒冬记者走基层寒冬记者走基层

冯悦海正在工地上指挥。（中铁建设集团供图）

“友谊路”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路面干燥之后将进行铺油。记者 陈施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