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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2025年六五环境日北京主场活动
在北京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举行。活动现场，
京津冀三地生态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共议京
津冀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畅谈三地协同守护
绿水青山的创新实践。

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
提出 20周年。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
综合处处长彭慧芳介绍，京津冀地区将绿色
发展与现代化建设深度融合，区域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实践探索取得诸多成果。

活动现场有鸟儿“闲庭信步”

活动现场所在的北京南苑森林湿地公
园，就是丰台区“两山”转化的典型案例。站
在公园观景平台飞燕台上环顾四周，蓝天碧
水，绿意盎然。周围时不时就有鸟儿飞过，
清脆的鸟叫声环绕耳边，活动现场还有一只
小鸟突然“闯”入，毫不怯场地在地上“闲庭
信步”。

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超介绍，南
苑地区从原来的批发市场与物流仓储聚集
区，疏解腾退“变身”为如今占地17.5平方公
里的森林湿地公园，成为首都中心城区最大
的绿色开放空间，构建起“首都南部结构性

生态绿肺”。在生态价值上，公园年均固碳
2.16 万吨、释氧 1.44 万吨，有效缓解热岛效
应。公园恢复了多种生态环境，野生鸟类种
群数量从2021年的81种增长至2024年底的
117种，增长率达 44%，野生植物资源也日益
丰富。与此同时，丰台区还创新提出了“绿
城九法”，通过“森林绕城、绿道连城、碧水穿
城、湿地润城、公园遍城、农田留城、花果香
城、生物汇城、景观靓城”九大路径，系统织
补蓝绿生态网络。

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75.6%

北京通过近十年的生态文明示范创建
工作，真正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全
过程。

出台《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
色发展条例》，建立跨层级、跨部门的协作保
障机制，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和制
度支撑，推出将绿视率指标纳入考核体系等
创新举措。市民切身感受到了空气质量显
著改善、公园绿地近在咫尺等生态环境红
利，同时也更加主动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中
心城区高达 75.6%的绿色出行比例，反映出
市民环保理念的自觉深化。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张继平介绍，继 5个生态涵养区全部摘得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及“两山”实践创新基
地双称号后，北京市的示范创建工作持续向
中心城区辐射延伸。如今，全市已有 9个区
成功揽获 14个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称
号。延庆的园艺生态旅游案例入选全国首
批“两山”实践典型；丰台区的“绿城九法”为
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提供了绿色样本……生
态文明示范创建实践，正推动北京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向好。

京津冀鸟类种类数量已超过600种

昨天，京津冀三地生态领域的专家和
学者在交流中亮出了三地生态“家底”。中
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肖能文研究员介绍，在
太行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京津冀片
区，记录到 43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34 种受威胁鸟类。区域生态环境协同保
护成效明显，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坚
实保障。

“京津冀地区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
鸟迁徙通道，每年春秋两季众多候鸟经这里
迁徙、停歇，珍稀物种也频频到访。”北京师

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系教授邓文洪透
露，京津冀的鸟类种类数量已经超过 600
种，占全国鸟类的约 40%；全国筛选了 821
处候鸟迁飞通道关键栖息地，京津冀就有
50 处。“近年来，从衡水湖、七里海再到密
云水库，大天鹅、灰鹤、东方白鹳接踵而
至，无疑是对三地生态共建成果的肯定。”
邓文洪补充道：“刚刚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大
杜鹃的叫声，这种鸟就属于京津冀迁徙候
鸟的第四大类群攀禽，这类著名的还有北
京雨燕。”

北京，2024 年入选全球“生物多样性魅
力城市”，生态价值核算等“北京方案”走向
国际舞台。天津，系统重塑河海交汇的生态
格局，七里海等四大湿地功能显著恢复，绿
色生态屏障初具规模，蓝绿空间超65%，海岸
线修复成果突出，形成“湿地-海滩-防护林”
复合生态系统。河北，成功创建18个国家级
示范区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积极探索绿
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模式。

未来，京津冀三地还将继续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守护三地生
态环境、共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本报记者 骆倩雯/文
齐春宏 金力 张辉 常鸣 张峰沁/摄

本报讯（记者 赵鹏）记者昨日
获悉，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
TO）北京代表处正式获批落户运
河商务区，成为首家落地副中心的
国际组织。这也标志着北京在吸
引国际人才组织、构建开放型人才
生态上迈出重要一步。

作为专注于国际人才流动创
新的平台，AGTO的落地不仅展现
了中国对国际人才的开放姿态，更
折射出副中心在国际化建设中的
成效。AGTO副总干事、北京代表
处首席代表苗绿表示，代表处将遵
守法律法规，依托品牌资源优势推
动国际人才研究与合作，助力北京
开放发展。事实上，AGTO的落户
并非偶然，而是通州区持续提升国
际化能级、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的成果。

记者同时从区投促中心获悉，
为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
打造一流国际交往中心，通州区以
运河文化为纽带，融合推进国际化
生态构建。副中心以优质公共服
务筑牢根基：北京德闳、中加等国
际化学校形成全链条优质资源矩
阵，安贞、友谊医院通州院区设立
国际化诊疗中心。同时，副中心
的文化魅力与全球连接同步跃
升：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
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三大文化
设施”巍然矗立，承接顶级国际展
演与学术盛会；持续举办的运河
文化节吸引多国游客云集，架设
文明对话桥梁；副中心马拉松、运
河帆船赛等国际赛事，更将区域
风采推向世界舞台。

而在国际交往平台搭建与外
资项目引入层面，副中心以多元场
景打造全球资源汇聚磁场：“G20青
年企业家联盟（中国）国际会客
厅”落地副中心，为全球青年领袖
构建常态化合作网络，提升国际
人才与创新资源的集聚能级；同时，副中心在国际投资
促进会（GIC）、“一带一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专
场活动等国际舞台持续推介，通过投资推介与产业展
示，向全球释放发展机遇。此外，副中心在“中国国际
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70 周年纪念
活动”等国际活动中，组织国际友人实地探访副中心，
以人文交流为纽带，深化国际社会对副中心发展的认
知与认同。

如今，副中心正以坚实的城市基底与独特的文化
引力，加速汇聚全球要素，铸就首都国际交往新高
地。AGTO 的到来，不仅促进了国际人才领域的深度
交流与合作，更向世界传递出副中心深化开放、广纳
英才的清晰信号。通州区通过持续夯实基础设施、优
化服务生态、强化产业吸附力，不仅为 AGTO 等国际
组织提供了适宜发展的沃土，更构建了“引进来—留
下来—发展好”的良性循环。在此过程中，区投促中
心正积极作为，通过优化服务与政策支持，助力区域
国际化发展。

展望未来，随着副中心国际化进程的持续深入，其作
为北京高水平开放“桥头堡”的作用将日益凸显，为首都
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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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中小学校通州中小学校““身心健康二十条身心健康二十条””做得如何做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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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掀起运动热潮

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潞河中学附属学校首届排球班超联赛正式开始。赛场上，
来自五、六年级代表队的学生们灵活地移动脚步，高高跃起，用力扣球，每一次都充满力
量与技巧。双方你来我往，好不激烈，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这次比赛就像一场热血冒险！”刚从赛场上下来的班级主力队员张琬宜还沉浸在比赛
的激情中，“通过训练和比赛，我感觉自己的体能明显变强了，以前跑几圈就气喘吁吁，现在打
满三局对抗赛都不成问题。沟通协作能力也提升了不少，在赛场上能快速和队友用眼神、手势交
流，遇到逆风局时，也能冷静分析，调整策略。”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体育老师胡硕鑫介绍，本届班超联赛秉持“全员参与”的理念，全校 50个教学
班参与，每班组建一支代表队，包含排球班级趣味赛和排球班级对抗赛，趣味赛设计为三大阶段性主题
赛事，每月一场，贯穿全学年。“我们构建了科学的训练体系，每周安排3-4次训练，每次时长60分钟，涵盖
基础技能、战术配合、体能强化与实战模拟四大板块，确保学生能循序渐进地提升技能。这次赛事也打破了

‘学生仅为参赛者’的传统模式，将体育赛事转化为五育融合的实践课堂，从前期赛制设计、场地规划，到临场裁
判执哨、赛事宣传推广，每个环节均由学生深度参与、自主协作完成。”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校长马剑涛表示，学校以“身心健康二十条”为指引，重新规划了体育课内容，确保每节体育课
达到中等及以上运动强度，让学生真正“动起来、热起来、出汗来”。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精准设计分层课程：低年级融入

趣味体能游戏、情景运动闯关等项目，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培养运动兴趣；高年级引入篮球战术对抗、足球技巧演练等竞技
性课程，激发挑战精神；并在“课间一刻钟”增设跳绳花样赛、跳皮筋挑战赛等项目，让校园课间充满活力；协同家校社资

源，引导家长督促学生在家完成“家庭运动打卡”；定期组织“三大球”班级联赛，设置班级积分排行榜，激发学生集体荣誉
感和团队协作精神，让学生在竞技中享受运动乐趣，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心理游戏传递快乐与能量

憨态可掬的“大白”为学生送上拥抱、记录下的幸福瞬间被贴上“生命中的小确幸”展板；“解忧杂货铺”里，烦恼与建
议通过匿名便利贴传递……运河中学的心理节上，一个个展区内上演着一场场心理游戏，拥抱、微笑、写信，快乐与能量

在这些小小的举动中迸发、传递。
“去年就觉得活动很有趣，今年感觉变化很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撕掉标签，拒绝刻板’游戏，当我看到立牌上关于

男女形象的固有标签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些对我们有多大的束缚。”初二（1）班的孔乐妍说。在“拥抱的力量”展区，早
已排起长长的队伍。学生志愿者穿上电影《超能陆战队》中健康顾问大白的玩偶服，与学生轮流进行5秒的拥抱。“拥抱是

一件很温暖的事情，感觉拥抱后负面情绪都一扫而空了！”初二（8）班的范依晨说。高一（6）班的小志愿者党若菡正在一旁
维持秩序，看到同学们一个个露出笑容，她也颇有成就感：“很多同学一开始有些害羞，但拥抱后都很开心。可能我们现在

这个年纪有些羞于对家人朋友表达亲密，但拥抱其实是最好的身体接触方式，能为我们注入能量。”
心理老师高侨介绍，学校通过多种渠道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除了常规心理课，还开设了心理信箱、线上心理咨询和

面对面咨询等，确保学生及时获得帮助；针对初三、高三学生的考前焦虑，学校每年举办专场疏导讲座；心理社团也会自编
自演心理剧，用故事启发学生自我反思。

“心理健康工作一直是学校关注的重点之一，希望通过活动和日常工作帮助学生们认识自我、疏解压力，抚慰他们在
成长过程中心灵上受到的小挫折、小情绪。”运河中学学生发展与指导中心主任张陶说，为贯彻“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二十

条”，学校还聚焦五育教育，从学科教学中的价值观引导，到体育活动中的压力释放，再到社会实践中的成就感培养，让心
理健康教育渗透到方方面面。

艺术课堂人人参与

“影子大王现身需要三个法宝呀，遮挡物和屏幕都已经拥有啦！影子大王说还缺一个光源呀，兄弟姐妹一起冲呀！”后
南仓小学紫运校区的戏剧室内，10名学生正一边认真走位，一边互相提醒着台词和动作，为即将演出的剧目作准备。

这正是后南仓小学紫运校区紫·韵戏剧社团的日常排练。自2023年成立以来，社团已吸纳了来自11个班级的22名学
生参与，成为“以戏育人，以美润心”的重要平台。“以前我特别内向，不敢在公开场合发言。”社团成员李诗雅已经入社一年

半了，她表示，在社团定期的即兴表演训练中，自己逐渐克服了面对舞台和人群的紧张感，现在不仅能从容地主持班级活
动，即使遇到突发状况也能保持镇定。

后南仓小学紫运校区德育副校长张海峰介绍，学校的艺术社团非常丰富，除了戏剧社，还有儿童舞蹈、创意衍纸、校级
合唱、国画、书法、儿童创想画、折纸以及拉丁、健美操、街舞等体育艺术团，保证每个孩子至少加入一个艺术社团。

“我们给学生提供了非常多的展示平台，比如每周升旗仪式上的班级展演活动和每学期的社团展示活动，作为学校‘五节’
之一的艺术节更是要求人人参与、班班展演，戏剧社成员还在今年‘通州榜样’的颁奖典礼上，作为开场节目的演员，以稚嫩的

童声歌颂榜样力量。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艺术活动，让学生们体会到学校生活的快乐，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态，交到志同道合
的朋友，成为阳光自信的孩子，同时学会欣赏美、感受美、创造美，在艺术的熏陶中不断健康成长。”张海峰说。

家校社协同共助身心健康

“学生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守护。”北京学校报告厅内，一场校家社沙龙不久前拉开序幕。学
校体育老师、心理老师、家长代表、社区书记、法院代表、医生共聚一堂，围绕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展开交流探讨。

北京学校五年级（9）班学生石开的父亲石先生分享了与女儿在体育运动中的陪伴故事。石先生热爱
运动，跑过不少场马拉松，女儿在他的影响下也从小养成了运动的习惯，并加入了学校田径队。“一有空

我就带她去大运河边跑步，或去现场看短道速滑世界杯比赛，让她从内心深处爱上体育。现在每个
周末我也都带她去延庆滑冰，通州区、北京市的体育比赛她基本都是名列前茅。体育能塑造孩子

强大的内心和坚强的意志，也是家校共育的纽带。”
家庭是习惯养成的重要场所，学校则为学生搭起身心培养的平台。北京学校小学组体

育组长吉洪滨介绍，学校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将体育大单元教学与课间健康活动统筹谋
划，形成课上、课间、课后一体化推进的体育育人体系，并积极打造校园精品系列赛事，

通过班级联赛、体育社团及校队建设，实现“教会、勤练、常赛”，培养学生的运动能力、
运动兴趣和健全人格。

在心理健康方面，北京学校也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专业力量支撑+家校社
协同”为特色的心理三级干预体系。“一级干预主要体现在心理课，小学的每个

班每周都有一节心理课，课上我们会根据孩子记录下的困惑、问题对课程进
行动态调整；二级干预主要针对孩子们的共性问题，通过主题班会进行引
导。比如针对低年级孩子互相乱摸的问题，设置‘身体保卫战’闯关游戏

的主题班会；三级干预主要面向需要个性化守护的孩子，针对心理咨询中出
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干预，并让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融入到正常的教学氛围中来。”北

京学校小学部心理组老师郭托娅说。
此外，学校还与通州妇幼保健院建立“三查一档”健康管理机制，通过视力筛查、肥胖干

预、青春期教育等医校联动举措，守护学生身心健康；并与潞源街道朗清园北社区展开合作，从
春季足球赛的后勤支持到暑期非遗手工、科学实验等兴趣课程，让社区资源赋能学生成长。
北京学校副校长杨慧介绍，作为十二年一体的学校，北京学校从全周期课程构建、全主体协

同机制、全场景融合实践入手，坚持学校主导，强化家庭育人，深化社会参与，积极构建多方协同的心
育网络。“学校成立了学校、年级、班级三级家委会，建立家长学习平台，通过家长讲座、家长进课堂、家庭

会谈等，为家长提供学生心理成长的评估与建议。上学期家长会，我们创新采用了‘家长周’形式，让各学科
老师一周里每天拿出近5个小时与家长会谈，每年5月份的身心健康节和每学期的心理学科实践活动，也都会邀

请家长协作；学校也积极引入社会力量，比如邀请通州妇幼保健院的医生，为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做青春期生理知
识教育讲座等，发挥家校社合力，共同助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人人都是“劳动小能手”

走进景山学校通州分校的课堂，只见教室内一道道“工业流水线”正繁忙运转着。学生们手拿灯罩、电阻、底板、纽扣电池等小部
件，照着手边的标准作业指导书，你装电阻，我安灯罩，不一会儿，一个个像素点模拟器就完成了。这正是景山学校通州分校与京东方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通州区跨学科项目式劳动课程——“京东方工业劳动探秘之旅”。
“这是为了让学生们模拟工业流水线的生产过程。大家先通过便携式显微镜了解像素点，明白原理后再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标准作业指导书，

每个人负责自己的工作步骤。学生还会到京东方屏之物联未来展厅参观，共同为生活中的常见场景设计屏幕产品，引导孩子们思考工业生产中的问
题。”京东方艺云校园业务市场推广负责人洪江定平说。
景山学校通州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张金霞介绍，学校根据《通州区小学劳动教育清单》制定了具有学校特色的劳动清单，正是对“身心健康二十条”中劳

动教育“一校一清单”制度的落实。“我们的课程涵盖种植、木作、陶泥、缫丝蚕丝扇制作等多个领域，并根据不同年级作了区分。比如低年级会开展一些动手能力较
强的课程，高年级则与京东方等科技企业进行深度合作，打造跨学科融合项目，让孩子们在不同阶段都能收获成长，培养劳动技能。”
据了解，通州区依托区域资源，以项目为载体，依据课标规定的三大劳动类型和10大任务群，开发了“旅游规划师带你玩转副中心”“京东方工业劳动探秘之旅”等9个

具有代表性的跨学科项目式劳动课程案例，并拟定《通州区小学劳动教育清单》，作为区内中小学编制校级劳动教育清单的参考，保障全区域100%小学落实“一校一清单”，下
一步，清单将延展至中学，并挑选典型学校，开发具体到“周”的校级劳动教育清单，全面促进劳动教育整体发展。

近日，北京市发布“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二十条”，聚焦五育融
合、学校主导、家庭育人、社会参与、组织保障五大部分，涉及体
育运动、心理健康、家校协同、艺术课程、劳动教育等多方面。通
州区各中小学是如何落实的？本报记者带您探访。

副刊·育小

昨日芒种，北京通州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最高气温可达37℃。傍晚时分，在于家务乡北辛店村，高温余威未散，天边却铺开了绚烂的晚霞，将云朵染得通
红。金黄的麦田在夕阳下闪耀，饱满的麦穗预示着丰收在望。远处葱郁的林木，为这高温下的金色画卷增添了一抹沉静的绿意。这幅景象记录了高温橙色预警
下，通州田野的独特风貌——夏日炎炎，丰收在望。

本报记者 张钊齐/文 杜智广/摄

京城首个高温天 通州麦浪滚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二十年的生动实践

绿色京津冀鸟类已超六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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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秋沙鸭群里出现一只黑海番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