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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16条措施优化工业电价
完善分时电价
鼓励企业午间多用低价电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娜 见习记者 陶然）完善分时电价，建
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电网代理购电……
1月 3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我省印发

《河南省优化工业电价若干措施》，围绕
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优化电价政策、挖
掘发供用环节潜力、强化调控监管等方
面提出16条措施。

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引导煤电电
量电价合理浮动，推动新能源电量参与
中长期交易，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积
极开展跨省跨区电力交易。

自今年 1月起，除扶贫光伏电量外，
省内风电、光伏电量按不高于我省燃煤
发电基准价参与市场交易，引导工商业
用户优先消纳新能源电量，实现新能源
电量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降低工
商业用电成本。

完善分时电价。结合电力供需形
势、负荷特性变化、新能源发展等因素，
适时优化峰平谷时段设置和比价系数，
研究实施午间平（谷）段电价、重要节假
日午间深谷电价等措施，鼓励工业企业
午间多用低价电、节假日连续生产，促进
新能源电力消纳。

做好电网代理购电。结合我省电力
市场建设情况，鼓励和引导 10千伏及以
上的工业企业全部直接参与市场交易，
缩小代理购电用户范围。

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自今年 1
月 1日起，对省内合规在运的公用煤电
机组实施容量电价机制，容量电费纳入
系统运行费用按月向工商业用户分摊。

加强需求侧相应管理。研究制定
需求侧响应工作方案，加强负荷管理，
精准匹配用户的用电曲线和负荷曲
线，引导企业主动错峰用电，降低尖峰
用电需求。

在需求侧响应管理方面，实施需
求侧引导调节机制，研究按规定结合
实际安排资金支持电力需求侧管理的
政策措施。

开展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示范。鼓
励企业和园区自建分布式光伏和分散式
风电，尽量就近高比例消纳可再生能源，
增强经济效益。开展千企（园）绿电提速
行动，选择 1000家左右企业（园区），利
用屋顶、厂区、园区等资源，按照源网荷
储一体化模式，建设以分布式光伏为主，
结合分散式风电、新型储能、氢能、智慧
能源管控、负荷管理、绿色微电网等形式
的综合能源项目。

我省22条措施发力中小学科学教育

创客活动科学实验“入驻”课后服务

将科学教育纳入课后服务
项目，原则上每所学校至少设立
1名科技辅导员……1月3日，记
者从省科协获悉，近日，省教育
厅、省委宣传部、省科协等十六
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
学科学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
共 22 条举措，旨在切实于教育

“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用3到5年时间明显提升
中小学生科学素质

《实施意见》聚焦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不断完善课程体系，
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用好实践场所，推出优质资
源，做强品牌活动，推进学科建
设，开展科学研究，调动社会力
量，推进科学教育与“双减”工作
紧密结合，推动中小学科学教育
学校主阵地与社会大课堂有机
衔接，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培育
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
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为加快
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
强省夯实基础。

《实施意见》明确，通过 3到
5年努力，加强新时代科学教育
工作的各项措施全面落地，全省
中小学科学教育体系更加完善，
大中小学及家校社协同育人机
制进一步健全，科学教育资源不
断丰富，社会各方资源有机整
合，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科学教
育教师规模持续扩大、素质和能
力明显增强，中小学生科学素质
明显提升，科学教育质量显著提
高，为河南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人
才支撑。

《实施意见》指出，在深化学
校教学改革方面，探索项目式、
跨学科学习，促进学科有机融
合，落实跨学科主题学习原则上
应不少于 10%的教学要求。开
展基于科学素养提升的教学实
践探索，设立实验（示范）区、实
验（示范）校，引领全省中小学科
学教育改革发展。

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科学类课程

教师供给，增加师范类科学教育
本科专业数量，建强一批培养中
小学科学类课程教师的师范类专
业，大力培育有志于从事科学教育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加强中小学
科学类课程教师和科学教研员配
备，落实小学科学教师岗位编制，
逐步推动实现每所小学至少有 1
名具有理工类硕士学位的科学教
师。每年组织 500名科学教育骨
干教师参加省级及以上培训。

在课后服务方面，要将科学
教育作为课后服务最基本的、必
备的项目，充分运用课后服务时
间，开展科学阅读、科学知识竞
赛、科普讲座、科学实验、科技创
作、创客活动、观测研究等项目，
充实课后服务内容，拓展科学学
习场域，不断提升课后服务吸引
力。可根据实际需要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适当引进合规
的科技类非学科培训课程，丰富
学校课后服务项目。将科普类

课后服务活动开展情况纳入义
务教育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主要
内容。

在实践活动方面，学校要由
校领导或聘任专家学者担任科学
副校长，原则上每所学校至少设
立 1名科技辅导员、结对 1所具有
科普功能的机构（馆所、基地、园
区、企业等）。建立学生社团和兴
趣小组，开展科技夏（冬）令营、科
学考察、科学实验、科学调查体验
等多种形式的科技活动。

在院校对接上，《实施意见》
提出，要鼓励和支持高校、科研院
所主动对接中小学校，适当开放
实验室等科技资源，让学生走进
实验室，用好实践资源。推动高

校和科研院所协同组织科学夏
（冬）令营，丰富中小学科学实践
活动，引领科学教育发展。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娜
见习记者 陶然

在 教 育 评 价 方 面 ，可 以 将
科学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质量评
价重要内容。强化评价的素质
导向，以评价改革引领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注重对学生的学
习兴趣、科学态度、科学精神评

价。推进中高考内容改革，完
善基于核心素养的学业评价，
创新试题形式，坚持素养立意，
强化考试评价与课程标准、教
学的一致性，促进教—学—评
有机衔接。

目标

跨学科主题学习原则上不少于10%

原则上每所学校至少设立1名科技辅导员

将科学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质量评价

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组织科学夏（冬）令营

新规直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