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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好秋季过敏性这样做好秋季过敏性

鼻炎家庭防治鼻炎家庭防治

3版 家校课堂

在日前举行的门头沟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式上，大峪中学分校和清水中学200余名学生组成排球

方阵，以体育与艺术相结合的形式，为运动健儿们加油助威。（详细报道见第2版） 本报记者 胡梦蝶 摄全民体育！

本报讯（记者 蔡文玲） 记者

从北京教育考试院获悉，2023年

13所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

项目共录取考生2794人，几乎全

部完成招生计划，贯通培养项目得

到越来越多的考生和家长认可。

今年，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

通 培 养 项 目 共 安 排 招 生 计 划

2810人，参与贯通培养项目招生

的学校数量与去年持平，均为 13

所，共对接 7 所高水平应用型本

科高校。招生专业涵盖新能源汽

车技术、智能交通技术、计算机应

用技术、大数据与财务管理、药品

生物技术、工程测量技术、园林技

术、动物医学、食品质量与安全、

影像与影视技术、文物保护技术

等聚焦首都“四个中心”建设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专业。

高本贯通项目招生院校包括

7所高职院校和1所本科院校，对

接高校包括北方工业大学、北京

信息科技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

院、北京物资学院、北京农学院、

北京城市学院和北京联合大学。

中本贯通项目招生院校包括北京

市昌平职业学校、北京市商业学

校、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

学校、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北京

市国际职业教育学校5所中职校。

部分贯通培养项目招生院校

仅在提前招生阶段录取，部分院

校在提前招生阶段和统一招生阶

段均设置招生计划，考生和家长

需要了解清楚。

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有关

负责人介绍，贯通培养项目招生

计划由市教委统筹安排，按照首

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职业院

校事业发展需求设置，具体招生

录取办法按照北京教育考试院有

关文件执行。招生计划、招生专

业、上学地点、收费标准等详细信

息可参考北京教育考试院当年发

布的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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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贯通培养录取2794人

本报讯（记者 安京京）2023

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会议

日前在京召开，《京津冀教育协同

发 展 行 动 计 划（2023 年 —2025

年）》同时发布。

按行动计划安排，京津将通

过派驻优秀管理团队、加强资源

共享等方式，实现基础教育领域

各学段全覆盖服务。北京城市副

中心与河北北三县将推进教育协

同发展，采取合作办学、远程教

育、网络资源共享等形式深化教

育交流合作。京津冀三地支持

“通武廊”12 个基础教育协同发

展共同体及3个联盟（职教联盟、

特教联盟、幼教联盟）建设。

京津冀三地将持续开展幼儿

园及中小学教师、校（园）长挂职交

流、互访互学等活动，共享优质数

字教育、实践基地等资源，依托北

京教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天津

师范大学开展基础教育师资培训，

提升干部教师素养和能力。三地

将采取教育集团、学校联盟、结对

帮扶等方式开展跨区域合作办学，

推进张家口、承德等环京地区教育

资源共建共享，协同提升区域教育

水平；积极推进“京津冀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联盟专业支持项目”，推

动优质数字资源共享，面向教师学

生开放；加强学校体育美育合作，

联合开展冰雪运动、校园足球、青

少年阅读、语言文化交流等活动。

在高等教育层面，京津冀三

地将促进高等教育资源集聚优

化，实现教育资源与区域发展精

准对接；组建京津冀高水平大学、

应用（技术）型高校、师范院校等

不同类型的高校联盟；实施京津

冀高校干部、教师异地挂职交流

计划。在职业教育层面，京津冀

三地将继续举办京津冀职业院校

邀请赛，促进师生交流互动；支持

京津冀职业院校加强“双高计划”

合作交流；深入开展京冀职业院

校跨省“3+2”联合培养。

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

游钧表示，要积极支持和服务疏解

转移，确保非首都功能疏得出、落

得下、能发展；强化区域协同联动，

努力拓展新领域、探索新赛道，鼓

励北京优质中小学开展跨区域合

作办学，职业院校开展实质性合作

实现融合发展，高校发挥学科互补

优势，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发布

三地中小学教师可挂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