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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当头，高温预警持续不断，副中心经受高温“烤”验。在37℃以上的热浪里，城市运转如常，离不开一线工作者的默默坚守。
公交驾驶员张伟提前一小时到岗。车厢闷热如蒸笼，他抓紧调试，确保T116路乘客一上车就凉快。张伟的驾驶座阳光直晒，他汗流浃背，但安全送

达是他不变的信念。环卫工人王洪和负责东夏园地铁站外一公里路段。正午柏油路滚烫，他低头清扫、弯腰捡烟头、追捡塑料袋，一丝不苟。“慢慢干才
能干好”，是他朴实的信条。

他们岗位不同，却同样在酷暑中扛起责任，用汗水守护副中心的整洁与便利。致敬这些平凡而可敬的劳动者。

高温橙警下的城市副中心

副中心太热了，但是我爱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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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群琛
昨天下午两点，室外气温 37 摄氏

度，这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候。岗前宣
誓、酒精检测、领车钥匙……北京公交
集团客五分公司T116路驾驶员张伟准
备出车。走出车队不一会儿，张伟的额
头就渗出汗珠，衬衫也湿了。打开车
门，一股热浪从车厢内涌出，张伟立刻
来到驾驶位启动车辆并把空调打开。

“夏天的中午，车厢内的气温有 50摄氏
度，所以夏天出门要比其他三个季节早
准备20分钟，将车内的温度调整到舒适
的区间。”

到了夏季，公交驾驶员对于空调总是
特别关注。公交车的空调位于车厢两侧，
张伟除了观看每一个出风口是否顺畅以
外，还要将关闭的出风口打开。“每次出车
前我们都会检查一遍。”然后张伟又查看了
刷卡机，此时车厢内的温度明显降低了。

“咱们该出发了吧？”记者询问，张伟
却不着急，他将记者拉到了驾驶位后的
第二个座椅坐下，虽然车厢内的温度已
经合适，但是皮质的座椅依然有些滚
烫。记者下意识将右臂架在一旁的金属
栏杆上，火热的触感不禁让记者将手臂
收回。“这就是夏天出车准备要提前的原
因，不仅要保证车内温度合适，细节也不
能放过。”张伟说。

记者得知，T116路的行驶区间从大
高力庄路北口到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
张伟需要将车从土桥场站开到大高力庄
路北口，然后到点发车。他说，不仅需要
提前上车进行上述准备，还要在发车点
前15分钟到站，将这些时间加在一起，准
备工作就要在发车前的一个小时开始。

即便是在路上，张伟也不轻松，他
的驾驶位阳光直晒，即便车厢内的温度
适宜，但是行程的后半段汗珠依旧会从
张伟的脸颊滑落。为了缓解疲劳，张伟
会趁着车辆进站或是等红绿灯的时候，
嗅一下提神或用点儿清凉油。“你驾驶的
线路都是旅游景点还会困？”朋友偶尔会
这样询问张伟，记者得知，T116路串联
环球影城、三大文化设施、绿心森林公
园、大运河森林公园以及新开放的路县
故城遗址，包含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境内
全部热门景区，是副中心境内唯一一条
可以抵达全部景区的公交线路，同时还
连接地铁八通线、7号线与6号线。“天天
看也习惯了，我的任务是将乘客安全送
抵目的地。”

昨天中午十二点，柏油路面蒸腾着热浪，踩上去鞋底
微微发烫，谁都不愿在户外多停留，环卫工人王洪和却正
在烈日下清扫路面。“中午人流量大，一点纸屑在路面上都
格外显眼，得抓紧再巡查一遍。”他利落地夹起路边的烟
头，在这喧嚣的午间，默默守护着街道的洁净。

王洪和是北京环卫集团通州京环公司的一员，从北京
东夏园地铁站 B 口向北延伸约一公里的路段，都是他的

“责任田”。每天，他都要带着扫帚、簸箕和长夹子，在这条
路上往返十来趟。

昨天，王洪和是早班。他早上 4点半左右就从家中出
发，5点准时到岗，先进行一个小时的普扫。“得先把整条路
段彻底清扫一遍……”6点多，即便太阳尚未升起，夏日的
闷热也已在空气中弥漫，刚扫完一遍的王洪和终于有时间
歇口气了。

6点45分，行人逐渐多了起来，王洪和也开始了日常的
保洁维护工作。“这活儿急不得。”“慢慢干才能干好。”一个
上午，他就这样走走停停，虽然没仔细数过，但捡到的烟头
少说也有一百多个。

临近中午12点，记者在路口站了短短十分钟，后背就被
晒得火辣辣地疼，汗珠不断冒出，只能频繁躲进树荫下。而

王洪和依旧在1000多米的路段上来回巡查，不放过任何一
处垃圾。“明天该接晚班了，中午12点到晚上7点，下午两三
点太阳才最毒呢，树荫儿都没有。”他抹了把脸上的汗，笑着
打趣道，“最热的时候，感觉鞋底都要被晒化了。”不过，王洪
和却很知足，“刚开始真不适应，每天走得脚脖子都肿了，现
在反倒习惯了，干一行就要爱一行，我在工作中找到了生活
的乐趣。”

王洪和这份知足离不开企业和社会给予的关怀。他
说，北京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公司处处替他们着想。正午
11点到下午 4点，不再安排他们长时间在户外作业，马路
上，洗扫车、洒水车来回穿梭，既给街道降温，也让他们的
工作量减轻了不少。此外，公司早早把藿香正气水、清凉
油这些防暑物资送到每个人手上。现在每条街附近准能
找到“爱心驿站”，推开门，清凉的空调风扑面而来，桌上摆
着饮水机、装满绿豆汤的保温桶，医药箱里整齐码着藿香
正气水。累了乏了的工友们，常在这里喝上一碗冰镇绿豆
汤，就着香甜的蛋糕卷，聊聊家长里短，燥热和疲惫也跟着
烟消云散。工会还贴心安排了全面体检，定期发放降温用
品。这些点点滴滴的关怀，让王洪和与同事们在酷暑里，
心里倍感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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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末的万达路口，通州区北苑小学四年级学生孟墨轩总会
和班上同学一起，化身“手语天团”，用各类交通手势引导路口行
人车辆有序通行，这正是北苑街道的“等灯等灯”文明交通引导活
动。自2021年与妈妈一起踏上志愿之路后，从桶前值守、交通引
导，到教社区老人打太极拳，孟墨轩的足迹遍布社区各个角落，累
计志愿服务时长达1000小时，在他的动员下，全班40余名同学加
入街道志愿服务队伍，一支“童子军”为街道基层治理注入新动能。

以儿童为切口，是北苑街道“家力量”基层治理体系的起点。
北苑街道3.3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3个社区、3个村串联起100个楼
院小区，7.5万常住人口与1.1万家企业、16所学校共生共荣，但同时也
面临着老旧小区多、背街小巷多、“一老一小”多的“三多”治理难题。

为有效缓解基层治理中社区志愿服务队伍老龄化，年轻群体
对公共事务参与意愿低、渠道有限、动力不足等问题，2017年起，
北苑街道依托辖区丰富的教育资源，以“儿童友好”为切口破题，
启动“宝贝计划”，以“小手拉大手”打造出多个社会治理品牌，促
进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加入家园建设，形成“教育一个孩子，带动
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北苑模式。

“‘宝贝计划’以孩子的需求和兴趣为导向，通过‘寒暑假社会
动员+日常兴趣体验’的模式，持续撬动家庭和社会多元力量参与
社区治理。借此我们推出了一系列青少年志愿服务和基层治理
品牌活动，比如‘等灯等灯’文明交通引导活动、‘留’学生项目、

‘遛弯儿计划’、儿童友好议事厅等，保证每周开展至少一次儿童

活动。”北苑街道市民活动中心负责人朱建波介绍，目前，北苑街
道已组织开展志愿服务、职业体验、文化传承等八大类活动共
2600余场，吸引了约1.96万个志愿家庭，近6万人次参与，每次报
名名额都一抢而空。

以儿童为中心，汇聚的是一个个家庭的力量。“有一年扫雪，
我们家齐上阵，开始孩子爸爸没时间，后来也被我们拉来了，奶奶
也一起。”孟墨轩的妈妈朱艺婷说，“墨轩的弟弟才一年级，干的活
不比哥哥少，别看停车场不大，铲起来是真累，我们和其他两个孩
子的爸爸一块把整个后院铲了。墨轩在班里是班长，号召力挺
强，我们徒步捡垃圾，几乎半个班的家庭都能一起去。”几年来，越
来越多像孟墨轩一样的家庭已从最初的志愿服务参与者变为组
织者，并不断吸纳更多家庭参与社区治理。

目前，北苑街道已构建起“1+1+N”的动员模式，即1张社会
实践教育清单、1个“和谐北苑”APP平台与N个社群。社会实践
教育清单与学校放假通知一起送到孩子手中，保证活动信息精准
触达；2023年上线的“和谐北苑”APP平台推出志愿家庭账户、邻
里互助卡等功能，实现活动发布、线上报名、线下扫码签到、积分
兑换等全流程的数字赋能；在社群组织上，街道已建起志愿家庭
群10个、学校联系群7个、社区儿童活动群13个，对志愿家庭实行

“社群化”运营，凝聚起9200余个黏性强、活跃度高的家庭，长期参
与公益活动和社区治理，并通过微信群实时反馈孩子表现，构建
起家校政社“四位一体”的协同育人体系。

北京城市副中心基层治理创新白皮书

北苑北苑：：“家力量”治理体系绘就新图景
本报记者 李若晨

“近悦远来，心向往之”，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深耕基层治理的初心所向；“家在北苑，
心安之处”，则是北苑街道对辖区7.5万居民、1.1万家企业的温暖承诺。

近年来，针对辖区痛点问题，北苑街道整合辖区学校、企业、居民等各类资源，探索
出“家力量”基层治理体系，通过“聚家成势、赋家以能、筑家为城”三维赋能，构建

起“家人同心、家事共商、家园同筑”的基层治理新生态。2600余场活动周
周不停、1.96万个志愿家庭参与社区治理、接诉即办诉求件同比下降

32%……多元参与下，居民从“旁观者”变为“主人翁”，企业从“外
来客”成为“自家人”，“家”的温度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与发

展动力，一幅北苑“家园”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记者：怎么理解“家力量”这一基层治理品牌的内涵？

北苑街道党工委书记成前锋：“家”具有三重内涵：家人（全龄群体+企
事业单位）、家事（一老一小服务+社区公共事务）、家园（归属感+幸福感情
感共同体）。家还谐音“+”，突出链接力：即整合“双向积分+”“文化+”“平
安+”“志愿+”等科室资源，形成治理矩阵。

“家力量”的核心在于三点：一是以“家”聚人心。我们将整个街道视
为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用共同的情感认同凝聚居民、企业、学校等多元主
体，变“你我”为“我们”，打造基层治理共同体。二是以“智”提效能。依托

“和谐北苑”APP平台和深耕的“双向积分+”机制，打通线上线下，搭建高
效桥梁，让每位居民、每家企业都能便捷参与，也都能因贡献获得认可与
回馈，真正激发“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内生动力。三是以

“治”促共享。我们聚焦“家人同心、家事共商、家园同筑”生态，通过“有事
您找我”“宝贝计划”“文明北苑人”“星选计划”等精准服务项目，把一家一
户的难题、一企一商的期待，变成大家共同关心和协商解决的“家事”，最
终汇成共建共治共享“心安北苑”的强大合力。

记者：“家力量”基层治理品牌在这周二正式发布，但其实北苑街道在
很早之前已有诸多探索，能介绍一下这一品牌的形成过程吗？

北苑街道党工委书记成前锋：北苑“家力量”基层治理品牌的诞生并
非一蹴而就，而是街道八年深耕基层治理的厚积薄发。其发展历程可概
括为“从儿童友好破题，向家园共治进阶”的三步走。

萌芽期（2017-2023年）我们以“宝贝计划”为起点，首创“家校政社”协
同共育模式，通过“登楼挑战赛”“文明加油站”等亲子公益项目，将治理行
动融入家庭生活，联动学校和家庭；深化期（2023-2024年）街道将企业、新
就业群体纳入“大家庭”，打造“15分钟儿童友好生活圈”，推出“1+1+N”动
员模型（清单+APP+社群），孵化居民自主设计的“儿童议事厅”等微治理
项目，推动多元主体从“旁观者”变“主人翁”；升华期（2024年至今）街道凝
练实践经验形成党建引领“四维联动”模型（空间-活动-资源-治理），以

《“儿童友好”聚起基层治理“家力量”》报告入选“全国城乡社区高质量发
展典型案例”。

记者：品牌正式发布后，未来将如何更好地整合街道资源，汇聚“家
人”力量，构建“家园”新图景？

北苑街道党工委书记成前锋：推动“家力量”愿景落地生根，核心在于
以党建引领打破治理壁垒，以情感联结激活共治动能。

今后，我们将依托“和谐北苑”APP发布资源清单、治理议题，让企业
精准对接社区需求、居民自主认领服务项目，变“单向服务”为“双向奔
赴”；以“家文化”为精神纽带，持续开展“家力量”文化节、楼门微更新等共
建场景，让居民在亲手美化家园中深化认同；通过“北苑家人故事”短视频
专栏传播典型事迹，将“家事共商、家园同筑”的理念转化为可触可感的邻
里温情；持续深化“双向积分+”全域融合机制，将志愿服务积分与商户优
惠等回馈活动联动，形成“付出—回馈—再参与”闭环，推动“儿童友好”全
国典型案例经验向老旧小区改造、商圈服务等场景延伸，让治理品牌从

“盆景”变为“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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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苑街道正式发布“家力量”基层治理品牌，通过“聚
家成势、赋家以能、筑家为城”三维赋能，构建起“家人同心、家事
共商、家园同筑”的基层治理新生态。

为构建全域参与的“文明家人”共同体，北苑街道一方面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让每个党组织都成为培育文明风尚的“红色引
擎”；另一方面，通过全时段培育，搭建线上线下“双阵地”。线上升
级“和谐北苑”APP，设立“好人故事微故事”“志愿家庭积分榜”等专
栏；线下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文化广场等场所，打造“15分
钟文明实践圈”，开展“社区贤文化”等活动，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在打造多元共治的“文明家事”生态链上，北苑街道紧扣“典
型选树、志愿服务、文明实践、宣传倡导”四大方向，推出“和美北

苑人”评选、志愿队伍孵化、社会公德实践、“文化+”拓展
“四大行动计划”，让文明风尚培育既有

“力度”又有“温度”。

未来，为进一步凝聚“家力量”，北苑街道还将从家园温度、
家园厚度、家园广度三个维度入手，缔造近悦远来的“和美家园”
新图景。家园温度上，以文化共鸣勾勒“理想模样”，鼓励辖区居
民创作《“理想家园”的 100种样子》系列漫画，用手绘形式记录

“老党员义务巡逻”“商户爱心驿站”“孩童文明引导”等暖心场
景，让抽象的治理成果转化为可触摸的生活画面，让“家园”不仅
是物理空间，更是情感认同的载体；家园厚度上，以荣誉体系沉
淀“治理智慧”，建立北苑街道“家力量”荣誉体系，设置“和美家
园共建者”“金牌商居同盟”“微治理创新案例”等奖项，将居民的
共治实践转化为可复制的“北苑经验”；家园广度上，以空间焕新
拓展“生活半径”，改造老旧小区“边角地”为“邻里花园”，将背街
小巷打造成“文化微景观”，在商圈嵌入“15分钟便民服务圈”。
同时，深挖运河文化基因，打造北苑文化会客厅，举办“运河戏
剧”“非遗市集”等活动，让历史文脉与现代治理交相辉映，让北
苑成为“近者悦、远者来”的魅力街区。

小手拉大手：从“儿童友好”破题

“家力量”不仅仅是狭义的家庭，整个辖区更是一个“大家”。从
儿童友好破题后，北苑街道不断吸纳辖区更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
逐步构建起全域参与的“家人”共同体。

“我家指纹锁打不开了……”不久前，83岁的张阿姨手里攥着
物业刚发的爱心卡，满头大汗地冲进物业客服部。客服王银立即放
下手头工作，搀着老人往家赶，反复尝试开锁未果后，王银紧急联系
了老人子女，当终于获取开门密码打开房门时，一阵浓烟扑面而来，
灶台上的炖锅早已烧干。王银一个箭步冲进厨房，关火、开窗、排
烟，一场危机迅速化解。

这样的温情小事在北苑街道不断上演。2022年，北苑街道打
造“有事您找我”治理项目，“事”聚焦住房和物业两大类诉求，“您”
指居民，“我”首先是物业，其次是社区或楼门长，再次是街道。针对
小区八大“痛点”问题，街道对应成立了8支居民自治队伍，凝聚起街
道、社区、物业公司、居民自治队伍及辖区内其他社会组织、经济组织
等第三方力量共同发力，为小区建设发光发热。项目成立以来，辖区
物业公司主动处理居民诉求2000余件，主要涉及环境卫生、楼道堆

堵、飞线充电等问题，街道相关的12345诉求件同比下降32%。
此外，北苑街道还推出“双向积分+”提升行动、“星选计划”、“新

苑有我”友好商圈建设、“文明北苑人 家园守望者”志愿服务等多个
品牌项目，鼓励多元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双向积分”行动通过建立科
学合理的积分考核机制，激励居民、企业、志愿者用行动“攒积分”，兑
换便民服务、商户优惠等，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正向循环；

“星选计划”持续挖掘社区能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引导广大居民以
“主人翁”姿态参与社区建设与治理，将居民的奇思妙想转化为可推
广、可复制的治理经验；“新苑有我”友好商圈建设项目以万达商圈为
核心，构建新就业群体“五分钟服务圈”“十五分钟治理圈”，加强新就
业群体与社区、居民、商圈企业的深度联系，实现新就业群体与基层
治理的“双向奔赴”，使其从“城市过客”变“家园主人”。

“一个科室、一个单位是一个家，一个企业、一个商圈是一个家，
一个楼门、一个小区也是一个家，我们希望让北苑的每个‘家人’都
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归属感、自豪感，切实将多元力量转化为美好
家园共建者、共治者、共享者。”北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马伟哲说。

小家到大家：构建“家人”共同体

凝聚家力量：温度、厚度、广度全覆盖

领
创：

北

苑
“家力量”治理体系
绘 就 新 图 景

北京城市副中心基层治理创新白皮书
作为位于副中心核心区西部的重要街道，北苑

街道有商圈林立的繁华，有学府环绕的人文，更有老
旧小区的烟火气。3.35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3 个社
区、3个村串联起 100个楼院小区，7.5万常住人口与
1.1万家企业、16所学校共生共荣，但同时也面临着老
旧小区多、背街小巷多、“一老一小”多的“三多”治理
难题。

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北苑街道以“家”为原点，以“儿童友
好”为切口破题，摸索出多元群体参与的“家力量”基层治理体
系。以构建全域参与的“文明家人”共同体、打造多元共治的

“文明家事”生态链、缔造近悦远来的“文明家园”新图景为目
标，北苑街道将基层治理转化为有温度、有深度、有广度的“家
园共建”实践，让每个北苑人都成为美好家园的共建者、共治
者、共享者。 （详见今日四版）

冒着热浪的中午12点，环卫工人王洪和感觉鞋底要烤化了——

看到整洁的通州，心里格外清爽

跟着王师傅跑了半天，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故事，像盛
夏午后的蝉鸣，一下一下撞进心里。正午十二点，柏油
路烫得能煎鸡蛋，我站五分钟就被晒得头晕眼花，他却
打趣：“冬天干活倒不冷，还能出出汗，夏天这日子口儿
能把人‘烤熟’。”

最让我意外的，是这位总把“慢慢干”挂在嘴边的师
傅，竟是大伙口中的“网红”：去年，他在地铁站捡到20万现
金，想都没想就交给警察，半小时就帮失主完璧归赵。这
事儿让他登上了“中国好人榜”，可他依旧每天握着长夹
子，蹲在花坛边捡烟头，给问路的游客指方向时，腰板挺得
笔直。碰上遛弯的大爷大妈，还能唠上几句家长里短，仿
佛那些荣誉不过是路边随手拾起的一片落叶。他的工作

轨迹不过一公里，却走出了不平凡的人生刻度。两万多步
的日行程，把脚脖子走肿又走消；共享单车夹缝里的烟头，
捡完一波又冒出新的。可他从没皱过一次眉，反倒说“捡
烟头可解压了”。

仔细想想，这座城市的整洁，不正是靠无数个像王师
傅这样的人，用被晒黑的双手、被汗水浸透的衣衫换来的
吗？下次路过他们身旁时，不妨多走两步把垃圾扔进桶
里，道一声“师傅辛苦了”；看到地上的纸屑，顺手捡起——
这些举手之劳，或许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尊重。别让他们在
烈日下的坚守，只成为偶然被镜头捕捉的“网红事迹”，而
应该化作我们日常里，最自然的善意与关怀。

本报记者 冯维静

本报讯（记者 石峰）日前，在 2025 北
京城市副中心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大
会上，《北京城市副中心酒店行业发展引
导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发布。《规
划》提出，培育一批中高端酒店品牌，对与
知名品牌酒店管理公司合作并冠名的酒
店，在正式运营后，经认定，最高支持 200
万元。

北京城市副中心紧扣“一核两翼”战
略定位，连续五年始终保持千亿级的投资
规模，重大项目建设接续有力，文旅产业
蓬勃发展。环球度假区三年来累计接待
游客超3000万人次，北京（通州）大运河文
化旅游景区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北京城市图书馆入选《TIME 时代周刊》
2025年度全球 100佳旅行目的地榜单，北
京交响乐团永久团址落户通州区台湖演
艺小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
时，随着通州·全球发展论坛、国际博物馆
日中国主会场活动等高端商务会展相继
在通州区举办，庞大且多元化的酒店市场
需求日益凸显。

通州区主动把握机遇，强化财金政策
支持，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奖励符合发展需
求的酒店企业。对存量酒店改造给予政
策与资金支持；奖励引入并持续经营的国
际酒店管理品牌；引导金融机构为酒店企
业提供金融支持。

《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具体措施：支持
住宿业规模化、品牌化、连锁化发展，培育
一批中高端酒店品牌，对与知名品牌酒店
管理公司合作并冠名的酒店，在正式运营
后，经认定，最高支持200万元。鼓励酒店
行业提升硬件设施和服务管理水平，促进
旅游服务提质升级，对新评定或升级星级
标准酒店的，经认定，最高支持 100万元。
支持酒店业与文化、体育、购物、景区、非
遗等业态的融合发展，推动“酒店+”融合
业态，根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认定，
最高支持50万元。

此外，通州区不断完善公共配套服务
保障，为酒店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
交通设施方面，立足区域协同，构建综合交
通体系。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计划今年底
具备通车条件，建成后可15分钟直达首都
机场、35分钟抵达大兴机场；地铁 17号线
通州段已建成通车，轨道交通 22 号线、
M101 线建设加速推进，轨道交通里程不
断延长；广渠路东延、厂通路及潮白河大
桥实现通车，中心城区和廊坊北三县通往
城市副中心的交通更加便捷。在商务服务方面，持续优化产业
布局，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北京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会同通
州区及本市相关部门起草《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草案征求意
见稿）》，明确副中心产业发展方向和总体布局，为产业空间、产
业生态、营商环境等方面提供法治保障。

目前，希尔顿酒店、诺金度假酒店等多家知名品牌酒店已
入驻副中心，预计到 2030年，全区将规划新建一批不同类型、
不同功能酒店，实现一批存量酒店提档升级，形成以酒店为载
体，以文化为灵魂，以新旅行方式、新生活方式、新生产方式为
核心的酒店产业多元融合创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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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北京市 202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
数线发布，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 430 分。高考考生成
绩“一分一段”情况同时公布，总分在 698 分以上的考生有
113人。

本市高招报名、考试、评卷等工作环节的任务已顺利完
成。经北京市招生考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

本科批次中，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30分，特殊类型
招生控制分数线为519分，艺术类（不含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
取控制分数线为323分，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
215分，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体育成绩60分）为389分。

专科批次中，普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 120分（语数外
三科总分），艺术类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 84分（语数外三科
总分）。高职单考单招控制分数线为 120 分（语数外三科总
分），高职单考单招艺术类专业控制分数线为 84分（语数外三
科总分）。

本市考生高考成绩“一分一段”情况公布。记者注意到，今
年总分在698分以上的考生有113人。考生通过分数分布表可
以查询到相关成绩在全市的排名位次，方便对自己进行定位，
作为志愿填报的重要参考。

6月 27日 8时至 7月 1日 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提前批
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
教师资班和高职单考单招志愿。7月 24日 8时至 7月 25日 17
时，未被录取的统考考生填报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志
愿。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
填报。

考试院提示，考生要参照《202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京
招生专业目录》填报志愿。在填报之前，要仔细研读院校的招
生章程，了解招生院校的具体要求。

为进一步做好高招志愿填报工作，北京高考志愿推荐小程
序——“志愿一键成”25日同步上线，免费面向本市考生开放。
该平台汇集 2025年度全国普通高校（普通批）在京招生计划、
院校代码、院校专业组编号、专业代码、“一分一段”等数据，以
及 2024 年度全国普通高校（普通批）在京招生计划和录取信
息，集成信息查询、志愿推荐等功能，辅助考生规划志愿。

2025年高招分数线出炉

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30分
本报记者 李祺瑶 牛伟坤平凡人的闪光日常记者

手记

T116路驾驶员张伟正在驾驶。记者 张群琛/摄

环卫工人王洪和正在擦垃圾桶。记者 唐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