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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第二批河南省现代学徒
制示范点建设验收结果昨日公布，郑州信息科技职
业学院等20个示范点被认定为现代学徒制示范点。

据悉，河南省教育厅近日对第二批河南省现代
学徒制示范点建设单位组织了验收，经学校自评、材
料评审、实地考察、结果复核等程序，确定20个建设
单位通过验收，认定为河南省现代学徒制示范点；1
个建设单位延期验收，须在一年之内严格对照验收
标准完成建设任务并接受验收。

省教育厅要求，各河南省现代学徒制示范点要
持续创新体制机制，统筹学校和企业，持续强化校企
教师兼职互聘、资源共建共享、学生工学结合、技能人
才评价等，不断提升校企协同育人成效，推动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走深走实。各示范点学校要
加强现代学徒制的理论研究，结合专家验收意见建议
和学校工作实践，进一步细化支持政策、丰富工作举
措、完善保障机制、加强过程管理、优化考核评价，以
我省“7+28+N”重点产业链群为重点，稳步扩大本校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规模，着力提升办学能力水平和
产教融合质量。同时，要加强现代学徒制建设经验的
总结、提炼，形成一批可借鉴、可推广的现代学徒制典
型模式与案例，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大校内外
应用力度，不断扩大现代学徒制培养的比例，引领带
动其他职业学校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我省印发《实施方案》

加快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
建 设 新 型 能 源 体 系
本报讯（记者 袁帅）记者昨日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我省印

发《河南省加快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实施方案》，加快推进我省
源网荷储一体化，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实施方案》明确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实施范围，包括增量
配电网场景、工商业企业产业园区等工业场景、整村开发等农村
地区场景、旅游景区等服务业场景、学校等公共机构场景、交通
基础设施场景等。

新技术的攻关和应用是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关键，《实施方
案》要求，加快科技创新应用，强化技术引领支撑，开展关键技术
攻关，推动重大技术应用，加强创新主体培育。加强清洁能源供
应，提高绿色低碳水平，加快分布式新能源就地使用，鼓励各类
主体利用自有屋顶和空闲土地建设分布式光伏和分散式风电，
自发自用、就地消纳。鼓励工业企业、增量配电网等主体根据负
荷需要，按照源网荷储一体化模式就近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汇集
接入电力用户，原则上汇集点距离用户不超过20公里。

《实施方案》指出，要推动配网改造升级，促进电网高效运
行，加快建设适应源网荷储一体化需要的配电网，高标准建设智
能微电网，深化配电网体制机制改革，放开配电领域投资和市场
准入，鼓励多元社会主体投资建设配电网，建立投资竞争机制和
发展指标评价标准体系。

《实施方案》明确，优化电力负荷管理，强化供需协同保障，
鼓励用电量大、负荷可调节能力强的工业企业合理安排生产时
序，优化工艺流程，推动负荷主动适应新能源发电特性，多用自
发绿电。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7+28+N”产业
链企业源网荷储一体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支持算力中心
开展算力、电力基础设施协同规划布局，推动新能源就近供电，
鼓励同步开展节能改造和余热资源回收利用，提升算力、电力协
同和综合能效水平。

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支持农村
地区各类主体优先使用自发绿电满足生产生活需要，推动单一
依靠大电网供电传统模式向自发自用为主、大电网兜底保障新
模式转变。推广“绿电+清洁取暖”“绿电+公共设施”等多种应
用场景。同时，提速发展新型储能，实现源网荷储互动。

务虚会上谋“实招”
本报记者 董艳竹

今年工作怎么看？明年工作怎么干？能力素质怎么提？工
作作风怎么转？一场务虚会给出“答案”、谋出“实招”。12月 11
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工作务虚会，细数 2024年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成绩，盘点工作收获，理清 2025年工作思路、探讨工作举
措。一天的“头脑风暴”下来，2025年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方向更
明、措施更实。

“法工委今年围绕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立法审议项目共
5件，立法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高。工作中还存在立法考察不
足等问题，明年将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良法促发展、保
善治”；“经济工委今年在计划审查监督、专项工作监督、保障代
表履职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所提意见建议不够精
准等问题，明年将依法履行职责，切实提高经济工作监督质
效”……

会议“务虚”也“求实”。市人大常委会各委办室负责人结合
工作实际，亮成绩、查不足、明思路、定举措，以客观理性、务实认
真的态度，全面回顾了今年工作，系统谋划了明年工作。

今年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各委办室同心同向共奋进、聚焦聚
力提质效、善作善为谋出彩，“知责履责尽责”的氛围更加浓厚，

“干事干净干练”的作风有效彰显，各项工作呈现出节奏更快、标
准更高、规矩更严、效果更好的良好态势，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彰
显了新担当，在依法履职尽责中展现了新作为，在人民民主实践
中实现了新进展，在强化自身建设中取得了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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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魏建森的自豪感还在于，
刘湾水厂是金水路以南、京广路以东、经
开区和郑东新区大部分区域生产、生活用
水的供应水厂，服务人口约 200万。2014
年通水以来，解决了郑州市南部片区水压
偏低的问题，更结束了郑州南部无水厂的
历史。

泉眼无声惜细流
一滴水，从水源地流向千家万户，到底

要“闯”过多少关？
“南水北调的水源进入水厂后首先进

入配水预氧化池进行预臭氧氧化处理，在
原水存在污染时，根据情况投放应急药剂，
对原水进行有效处理。”在参观的路上，魏
建森介绍着原水进入水厂的第一步工序。

原水经配水预氧化池后进入反应沉
淀池，抬眼望去便看到 4个均匀分布的蓄
水池。“一眼就能看到池底，水非常清澈。”
但魏建森告诉记者，此时的水看似很清
澈，但实际上有大量肉眼看不到的小分子
颗粒物。

反应沉淀池作用是加入混凝剂和助凝

剂等净水剂，通过机械搅拌区和折板反应
区使水和净水剂充分混合，水中胶体、悬浮
物、藻类等小分子颗粒物凝结成大颗粒，随
后进入平流沉淀池进行沉淀。

“不溶于水的悬浮胶体形成大颗粒通
过重力沉淀下去，上清液通过指形槽收集
后自布水渠流入下个环节——臭氧生物活
性炭过滤系统。”水生产处理工张晓东介
绍，臭氧活性炭滤池能够利用臭氧极强的
氧化能力和活性炭的吸附与生物降解能
力，充分去除水中有机物，再通过砂滤池

“截留”进一步去除杂质。
从滤池出来，便看到一大片草地，下

面就是储存成品水的清水池。魏建森介
绍，进入清水池前加次氯酸钠消毒、杀
菌，合格的自来水储存在清水池中。伴
着机器运行的隆隆声，这是原水处理的
最后一个环节——送水泵房，水将从这
里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供水管网，流进千
家万户。

一滴水要经过预处理、加药、沉淀、过
滤、消毒、送水泵房等 6个步骤，大大小小
几十道工序，才能颁发合格“证书”，最终分

流到用户水龙头。

十年“丹”心向水“清”
“干一行爱一行”是魏建森写在党建长

廊的工作感言，一天行走一两万步是他的
基本操作，一趟一趟的巡检，日复一日的工
作，魏建森一走就是十年。

自 1990 年进入白庙水厂算起，今年
53岁的魏建森从事水务工作已有 30年之
久，他笑称自己“大半辈子都在干一件事”。

2014年起，魏建森来到刘湾水厂，他
负责水泵、配电、药剂等参与处理全过程，
一趟巡检要花费1至 2个小时。

“每天都两三趟，水质在不停变化，需
要不断地巡查，观察水质、工艺设备、药剂
投放效果。”魏建森说道。

“经验积累很重要，我们通过矾花形成
大小、流速、密度、余量、水中排列等情况，
判断其他影响因素。如药剂带水进入沉淀
池，正常情况下往前流动十几米，绿豆大小
矾花将会下沉，逐步减少到 60%~70%。
一般情况经验预判的浊度和浊度仪检测的
数据误差不会很大。”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也

让魏建森练成了独门功夫，设备出了问题，
他听一听泵房转速、声音、震动，就知道问
题出在哪儿。

2014年毕业后就进入水厂的张晓东，
大学专业是电气自动化，十年间，那个入职
设备维修的稚嫩青年在魏建森的带领下，
已一步步向自控维修师、水生产处理工成
长进化。

现在张晓东每天交接安排完工作后，
开始巡查仪表数据、通信、仪器设备等是否
异常。有次他发现数据反应速度慢，后来
整个电脑没有数据，他们紧急进行现场排
查，从晚上 12点多一直排查到中午，最后
终于把问题解决。“设备现在虽然都是自动
控制的，但人员时时巡查同样十分必要。”
张晓东说。

“水厂的水泵和滤池不能有一刻停歇，
我们 24 小时轮班，每次看到水流稳定送
出，想到千家万户用上干净水，心里特别踏
实。”魏建森说，今年2月，刘湾水厂扩建工
程开工建设，工程投产后，水厂服务人口将
增至 300万，而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
带出更多优秀的水厂年轻人，护水流万家。

（上接一版）杨艺介绍，郑州武友
会创建8年，如今在中国搏击圈几乎无
人不知，吸引了大量专业人士和职业
拳手加入，武友们不仅宣传推广武术
搏击运动，还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传播
社会正能量。

父子两代的搏击梦想
杨艺 1971出生在驻马店汝南县，

如今定居郑州。他性格直爽，说话幽
默，是郑州精工汽修创始人、国家一级
自由搏击裁判员。

武 友 们 经 常 调 侃 这 位 70 后 大
叔，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职业汇集一
身，被杨艺演绎出不同的精彩，而他两
个儿子也先后踏上搏击之路。

“小时候很喜欢看电影《少林寺》，
看完就试着练习。”杨艺说，后来到郑
州学习汽修技术还开了店，闲暇时最
喜欢看的仍是搏击节目。“最初看中央

电视台的拳击，后来看咱河南的搏击
节目。”带着儿子、伴着父亲，一家人围
着电视看搏击比赛，是全家人的温暖
回忆。

2006 年，杨艺正式挥拳练起搏
击。18年来，一家人把搏击运动刻进
了生活，两个儿子出外比赛或在校读
书时，他会带着妻子在黎明中晨跑，再
进入长江公园练习搏击。

种下一颗种子让梦想延续
在秦岭路的汽修店内，杨艺和大儿

子杨明视频聊天，询问近期赛事安排。
杨明1994年出生，14岁进入专业

散打队学习，后专注研究泰拳，在国内
武术搏击圈，被观众们称为“金甲战
神”。2014年以来，他征战过武林风、
英雄传说、峨眉传奇等国内知名赛事，
先后到过泰国、日本、白俄罗斯、印度、
越南等国家参加比赛，获得过全国泰

拳锦标赛冠军、拳新一代 60公斤冠军
等十几项荣誉。

儿子踏上搏击之路，与父亲的引
领分不开。杨艺用坚持和陪伴，给孩
子树立了榜样，也给予了孩子温暖和
力量。长江公园里，父子俩的精彩对
决经常上演。杨艺说，自己在孩子心
中种下了搏击的种子，现在那颗种子
已经长成大树，陪伴着擂台上的儿子，
不惧风雨，昂扬自信。

热爱搏击运动的杨艺，在接近 50
岁时登上擂台。近两年，他还以裁判
的身份站在搏击赛场。杨艺说，练习
搏击，能让人身体更加强壮、意志更加
坚韧。

共同的热爱，也给予一家人共同
进取的力量。梦想仍在延续，杨艺的
二儿子已经进入体校接受专业训练，
来自父兄的陪伴和鼓励，让小小少年
坚信，自己的梦想，终会实现。

汽修工老杨的“武者”荣耀

第二批河南省现代学徒制
示范点建设验收结果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