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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去哪？娃谁来带？每到暑期，对
于大多数父母，这都是灵魂考问。但当
“神兽出笼”遇上“官方带娃”，困扰双在
职家长的问题正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在7月13日的教育部新闻通气会
上，北京市教委副主任丁大伟介绍，7月
19日至8月20日， 北京全市中小学将开
办为期两期、 每期12天的暑期托管服
务。家中无人看管照料的学生，可走进
临近中小学的图书馆、阅览室进行自主
学习，或有组织地参加托管服务。

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这几乎成了
过去这些年里每一个职场父母绕不过
去的难题，又通常成倍地压在职场爸妈
身上： 既要处理工作上的各种突发，又
要兼顾对家庭、孩子的照顾，在工作和
生活逐渐模糊的边界里，带上了“鱼与
熊掌不可兼得”的色彩。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但工作是养家
的基础， 在父母难以两全的选择里，越
来越多的孩子成了“城市里的留守儿
童”。每到寒暑假，看孩子就成了家庭矛
盾的焦点，谁来看、怎么看、送去哪里托
管、如何安全托管……任何一项都足够
家长头疼。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被困婚姻
与育儿的焦虑，从家庭问题演变成为社
会问题乃至人口问题，多少有些一发不
可收拾。

21世纪的都市话题里， 老有所养
与幼有所托并重。北京、上海、武汉、南
京……十几个城市的接连试水证明，
暑期托管服务大有可为。 父母喜大普

奔：官方认证、经济实惠、安全保障，何
乐不为？

托管归托管，假期仍是假期，老问
题不能重蹈覆辙。“双减” 背景之下，教
育部明确辟谣“暑期托管变成第三学
期”不实，在自愿原则下，将托管与学期
的明确分区，无形之中也划清了暑托班
与“鸡娃”培训班之间的界限。

如何真正消除父母普遍存在的教
育焦虑，暑期托管也在做更细致的配套
政策。 相对于长久以来的教育体系，暑
期托管仍属新事物。 如何将好事做好，
这就成了暑期托管服务要解决的下一
个问题。

一个明确的方向是，暑期托管不应
只是托管， 更重要的是高质量托管。虽
不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精彩细致的
活动设计却是吸引家长的根源所在。

至于更长远的规划，就需要全社会
的动员与参与了。让暑期托管服务健康
运转起来，资金与人员的安排，缺一不
可。 官方带娃公益属性明显，“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家庭支持”的资源调配模
式如何复制、新的经费划转模式如何探
索， 公益与钱挂钩的探讨从来都不俗
套，反倒是真正解决痛点所要面临的必
要现实。

而教职人员的搭配更是暑期托管
不可或缺的一环。志愿者招募、青年社
工选派、外聘在校大学生、购买第三方
服务……在多元合作里探寻多赢结局，
或许才是暑期托管的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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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托管如何把好事做好
杨月涵

2025年北京煤炭消费量将减至100万吨内

能源转型关键期

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

系是实现绿色北京的重要基础，其中，能源转

型尤为重要，北京在这一方面也已早早行动，

取得不少进展。

北京市发改委主任谈绪祥在活动的主旨

发言中介绍说：“‘十三五’以来，北京单位地

区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全国

最好水平。PM2.5年均浓度五年累计下降

53%，而在刚刚过去的6月，月均浓度仅为18

微克/立方米，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单月最优水

平。优质能源比重提高到98.1%，基本实现平

原地区‘无煤化’。”

同时，在“十三五”期间，北京大台煤矿

等5座煤矿全部关停，600万吨煤炭产能全

部退出，标志着北京结束了千年采煤史，煤

炭消费量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已经由

13.7%降为1.9%。

谈绪祥在发言中透露说，“十四五”时期，

北京将继续深入实施绿色北京战略，深入优

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到2025年，全市可

再生能源比重将达到14%左右，煤炭消费量

将压减到100万吨以内。

事实上，北京市发改委在此前印发的《北

京市2021年能源工作要点》已经为这一年的

北京能源工作定调。其中提到，在持续优化能

源结构方面，煤炭消费量今年控制在150万

吨以内，优质能源消费比重要达98%以上，可

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则达到9%以上。

相关能源企业也积极响应这一目标。保

障首都能源供应的京能电力目前直送北京的

电量占全市用电量的34%。其下属的京能锡

林发电公司总经理助理此前曾对媒体表示，

发电零取水、废水零排放、烟气污染物零排

放、固体废物100%综合利用等目标已经基本

实现。

脱煤的同时，能源绿色低碳智慧转型工

作也同步推进。据了解，在热泵系统方面，北

京将新增热泵供热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在

氢能利用方面，北京则将推动延庆赛区氢燃

料电池汽车规模化示范运营，并建成大兴氢

能示范区项目北区，新增3座加氢站。

绿色合作成重点

在社会绿色转型的过程中，企业也扮演

着重要角色。据悉，此次活动共有来自11个

欧洲国家的70家企业、30家中方企业机构及

相关欧洲在华商协会，约150名代表参加，涉

及能源电力、节能减排、循环经济、金融咨询

等多个领域，大部分参会方都在低碳领域做

出了长期的探索。

在绿色减碳方面，中国宝武在国内钢铁

行业率先发布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时间表，将在今年发布低碳冶金路线图，

2023年力争实现碳达峰，2050年力争实现碳

中和。宝武钢铁集团总工程师高建兵在论坛

中表示：“目前全国近10个全流程综合型钢

铁基地由于区位不同，资源禀赋各异，中国宝

武将根据每一个基地的特征，研究各基地低

碳发展的路线。比如将新疆八一钢铁打造成

‘富氧富氢’冶炼的低碳发展试验基地，将湛

江钢铁打造成氢冶金试验基地等。”

作为中石油和中海油在海外油气项目上

的最大合作伙伴，道达尔能源中国区主席赵

伟亮表示：“天然气与煤炭和石油相比，更加

清洁低碳。我们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

（LNG）运营商，与多家中国企业签订长期协

议。同时，我们与中石油、中海油在俄罗斯共

同开发亚马尔项目和北极2项目，通过供应

LNG助力中国能源转型。”

实际上，在7月8日，中欧绿色经济合作发

展高峰论坛就以视频方式在布鲁塞尔举行，

与会中欧企业代表联合发布了绿色行动倡

议，支持中国和欧盟的减排努力。去年9月，中

德欧领导人通过视频会晤决定建立中欧环境

与气候高层对话。而今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也与欧盟委员会

第一副主席蒂默曼斯举行了首次高层对话。

韩正表示，要发挥高层对话的引领作用，使绿

色合作成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亮

点、新引擎。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阮航达

国内经济稳中加固

最新的外贸数据十分亮眼。从6月当月

看，我国外贸进出口3.29万亿元，同比增长

22%，这已是自2020年6月起连续第13个月实

现进出口同比正增长。从上半年看，我国

18.07万亿元的进出口规模创下了历史同期

最好水平，与2019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

22.8%。

“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经济稳中加固、

稳中向好，外贸进出口实现了较快增长。”对

于这一成绩，李魁文评价道。

李魁文分析称，取得这一成绩，首先是

因为国内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市场主

体活力增强，为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有

力支撑。其次，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带动了外

部需求增加，此外，去年的低基数也是影响

因素之一。

事实上，今年我国面对的挑战和难题并

不少。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来

看，当前国际政策和地缘政治关系有较大的

不确定性，这将会制约外贸水平的发展。而且

当前的外贸相当大程度上也受到海运价格的

影响。在这些情况下仍然出现如此好的成绩，

其实最核心的原因还是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

最重要的产品供应地，世界工厂的地位不可

撼动。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白明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上半年影响

外贸的挑战很多是伴随着外贸形势好转而

出现的，有些问题在外贸形势不好的时候不

明显，外贸形势转好了，新的问题也跟着出

现了。比如原材料价格上升、海运集装箱一

箱难求；但也有一些问题是长期的，比如劳

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不确

定性因素，比如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

或者产业链断裂、上游汽车的芯片出现问题

等等，影响也很大”。

在白明看来，面对这些挑战，最主要的是

先把疫情控制住，“疫情控制住就使我们的外

贸基本盘稳住了，有了基本盘，在这个基础上

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才能夯实，国家才能帮

扶外贸企业，在其他国家还在受疫情影响的

情况下，我国也能发挥比较好的替代作用”。

民营企业是主力

近年来，我国外贸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民

营企业也逐渐成为我国外贸第一大经营主

体。从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到，今年上

半年，民营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主力军

地位更加巩固了。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

8.64万亿元，增长35.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47.8%，较去年同期提升2.8个百分点，持续位

居我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民营企业对欧

盟、美国、日本、韩国等传统市场进出口分别

增长31.4%、45.7%、19.8%和28.3%，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34.5%，其中对东

盟进出口增长了37.3%。

值得注意的是，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

业也在增多。上半年，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

业39.7万家，同比增加了3.7万家，占有进出口

实绩企业总数的82.8%。

李魁文表示，民营企业具有生产经营自

主灵活的优势，敏锐捕捉市场机会，迅速响应

国内国际市场需求，展现出了更足的外贸发

展活力和韧性。

“民营企业在我们的外贸主体里面接近

半壁江山了，民营企业主要是机制活，发展的

韧性强，带动就业多，所以在外贸中占比越来

越大。”白明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但民营企业

里中小企业多，抗风险能力不强，所以需要国

家予以支持。”

近年来，我国也给民营外贸企业创造了

更多发展空间。对于未来，江瀚指出，对民营

企业来说，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动整体市场，让

民营企业能够进一步享受市场所带来的红

利，另一方面，要给民营企业营造更加宽松的

政策和资金环境，帮助民营企业发展。在外贸

政策方面，也可以给民营企业更多的支持，在

外交方面帮助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一步

争夺市场的话语权，最终推动整个民营企业

的发展。

全年仍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今年上半年，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上涨

等因素对我国外贸进出口产生了较大影响。5

月下旬以来，受广东疫情影响，港口防控疫

情措施升级也导致了港口出口供应能力受

挫，港口拥堵对部分企业的交货、收货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相关航线的运价也出现了一

定波动。

对于这些因素，李魁文介绍，随着相关地

区疫情防控形势好转，目前港口通行能力正

逐步恢复。6月24日，盐田港区整体操作全面

恢复，所有泊位基本恢复正常作业。同时，其

他港口也正全面恢复整体操作。

对于下半年外贸形势，李魁文表示，“总

体看来，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多地蔓

延，疫情走势错综复杂，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

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同时，去年下半年，

我国外贸进出口比去年上半年增长近27%，

在较高基数的影响下，今年下半年进出口同

比增速或将放缓，但全年进出口仍然有望保

持较快增长”。

浙商宏观李超团队也有相同的预测，李

超团队指出，当前影响我国出口的核心仍是

供需缺口，供需缺口仍存，但逐步收敛，我国

出口景气的最强势阶段已过，下半年将逐步

回落。“疫苗大范围注射并产生实质性影响，

即便疫情反复对供需的扰动也显著下降，海

外供给快速修复将导致我国暂时性替代效应

走弱，出口大概率渐进下行。”

白明认为，对下半年外贸形势要有信心，

但是不可过于乐观。“因为压力还是存在的，

包括汇率的压力、物流的压力、劳动力成本的

压力、原材料的压力、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等

都存在。”

“下半年，我觉得外贸走势稳中向好的

大格局是不会改变的，整体来说，只要克服

了挑战，中国的外贸市场都有比较好的发

展。”江瀚则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

随着7月13日海关总署发布

上半年进出口数据， 我国2021年

上半年外贸成绩出炉： 外贸进出

口总值18.0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27.1%， 其中出口9.85万亿

元，增长28.1%；进口8.22万亿元，

增长25.9%。

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

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介绍， 我国

已连续第13个月实现进出口同比

正增长。不过，多位专家表示，在

诸多因素的影响下， 今年下半年

进出口同比增速或将放缓， 但对

全年进出口形势仍有信心。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情况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18.07万亿元，同比增长27.1%

9.85万亿元，同比增长28.1%

8.22万亿元，同比增长25.9%

上半年我国民营企业外贸情况

作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型城市， 北京正处于能源转型的关键

阶段。为了进一步践行绿色发展，7月13日，中欧合作伙伴对话首场活动以

“共商绿色发展”为主题在北京举办。在围绕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方面，北京

提出煤炭消费量将在2025年压减至100万吨内。同时，参会的中欧企业也纷

纷表示，将在绿色合作上进一步开展交流对话。

连续13个月增长 上半年进出口创新高

进口
3.05万亿元，增长34.3%

增速高出整体增速7.5个百分点

出口
5.59万亿元，增长35.6%

增速高出整体增速8.4个百分点

进出口
8.64万亿元，同比增长35.1%，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47.8%

增速高出整体增速8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