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南
水进京不易啊！ 北京市民要懂得
感恩， 这样的宣讲非常必要， 唤
起全体市民的节水、 惜水意识。”
昨天， 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宣讲
团走进西城区文化中心， 为300
余位职工、 居民全面准确讲解南
水北调工程重大意义， 宣讲结束
后， 来自西城环卫部门的职工刘
先生语重心长的对记者说。

报告会上， 来自北京市南水
北调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从首都
水资源形势、 国家南水北调工程
总体情况和本市南水北调工程效
益初显等方面， 详细介绍了南水
北调工程有关情况。

宣讲团成员介绍到， 南水北
调工程建设中， 取得了大量新产
品、 新材料、 新工艺、 新装置等
科技成果， 申请并获得国内专利
数十项， 多项科研成果获得了国
家与省部级科技奖 。 液压破碎
锤、 冲击钻、 坑道钻机、 PCCP
管及自动装卸运输车……大多数
都是为南水北调这项旷世工程而
专门设计制作的。

“看到有那多么为南水北调
工程倾力付出的人， 作为等着喝
上南水的市民来讲， 我们太惭愧
了， 唯一能报答他们的就是用好
每一滴水。” 台下， 几位社区居
民表示。

据市委讲师团透露， 按照市
领导指示精神， 近期， 由市委宣
传部、 市南水北调办公室、 市委
讲师团共同组建由专家、 领导干部
和来自工程一线的工人代表组成的
宣讲团， 将走进社区、 农村、 企业，
讲述水源区人民的奉献精神和工
程建设者的先进事迹。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在京揭牌

【速览】03新闻２０14年 12月 16日·星期二│本版编辑康雪冬│美术编辑白霖│校对周薇 张旭│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昨天
下午， 全国首家也是目前唯一的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在京揭
牌， 实验区以 “北京商务中心区
(CBD) -定福庄” 一带78平方公
里为核心空间， 将重点发展创意
设计业、 动漫游戏业、 演艺娱乐
业、 艺术品交易业、 数字文化产
业、 文化贸易业等六大产业。 到
2018年， 实验区区域内文化企业

力争超过 3万家 ， 年收入超过
5000亿元。

近年来， 文化产业已成为首
都重要的支柱性产业。 2013年 ，
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实现收入
超过1万亿元， 文化创意产业增
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保持在12.3%左右 ， 占比居全国
各省市首位。 其中， CBD-定福
庄一带汇聚了1.6万余家文化企

业， 2013年文化产业实现收入约
1600亿元， 占全市的1╱7， 是全
国首个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企业年
收入超过千亿元的文化产业功能
区。

作为文化部、 北京市签署的
首都文化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下的重要项目， 实验区将成为文
化产业政策先行先试的 “试验
田 ”， 以文化产业改革探索区 、

文化经济政策先行区和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区为建设目标。 除了重
点发展的六大产业外， 还将建设
文化产业协同创新中心、 文化产
业金融服务中心 、 文化产 业 人
才 培 训 中 心 、 文 化 创 意 及 设
计 产 品 会 展 中 心 、 云 计 算 及
数 字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中 心 、 文
化企业总部基地等一批功能性、
平台性项目。

未来， 实验区将着力制度创
新， 推动国家层面出台的各项文
化产业政策在实验区率先落地，
积极探索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机
制、 政策环境、 市场体系、 金融
服务等创新， 全面提升首都文化
创新水平 ， 促进文化产业规模
化、 集约化、 专业化发展， 更好
地发挥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
示范带动作用。

南水北调工程宣讲团进社区进企业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北
京地铁新版手机客户端 （APP）
于昨天正式上线， 新版APP提供
了线路换乘及票价、 站内服务设
施、 周边地标、 运营故障信息推
送等查询功能。

即日起， 乘客可以通过北京
地 铁 官 方 微 博 下 载 新 版 官 方
APP， 目前安卓版APP正处于公
测阶段， 苹果版的APP正在审核
阶段， 预计近日将可提供下载。
北京地铁表示， 新版APP将为乘

客提供线路换乘及票价查询、 站
内服务设施查询 、 周边地标查
询、 运营故障信息推送等功能。
乘客可通过点击客户端首页中的
线路查询按钮， 选择起始站与终
点站进行线路换乘及票价查询。

记者注意到， 新版本的APP
除了更新调价后票价信息， 最大
的改变是将导航栏目放在首页。
新的导航分为六大菜单， 分别是
“线路查询、 站点信息、 出行指南、
车站设施、 地铁公告、 联系我们”。

本报讯 (记者 黄葵) 昨天，
记者从北京市医管局获悉， 明年
底前将实现全部市属医院 “一卡
通”， 陆续替代各医院现有诊疗
卡。

市医管局财务处处长申轶介
绍， 目前已累计发京医通卡242
万张 ， 惠及近40％的门诊患者 ，
其中使用一张京医通卡享受跨院
就诊的患者27000人。 根据计划，
2015年1月底前， 京医通还将在
安定、 胸科、 同仁亦庄院区等医
院陆续上线， 并在12月底前实现
全部市属医院的一卡通， 陆续替
代各医院现有诊疗卡， 患者持一
张京医通卡就能在全部市属医院
实现挂号、 缴费、 化验单打印，
信息查询等功能。

京医通卡目前主要应用于非
医保患者。 下一步， 市医管局还

将拓展京医通卡的应用功能， 比
如应用于医保患者报销之外的自
付部分。 这样， 医保患者自付部
分的医疗费用也有望通过京医通
卡实现刷卡结算， 京医通卡是实
名就诊卡， 患者就诊应当使用身
份证实名办卡， 儿童可以用监护
人身份证。 此外， 市属医院明年
还将建立医疗服务价格信息管理
平台， 患者将可实时查询医疗服
务价格是否合理， 提高医疗收费
的透明度。

据市医管局基础运行处处长
樊世民介绍， 市属医院导医标识
设计指南已完成， 将于12月下旬
发布， 共包括风车、 上善若水、
风筝、 医学胶囊四个方案， 将传
统美学与现代医学相结合， 并且
天坛医院的医务工作者还将从新
方案中选出新的导医标识。

明年市属医院全用医通卡

北京地铁APP上线可查新票价
本报讯 （首席记者 边磊 ）

加强集蓄雨水、 雨洪利用， 是为
缓解北京水资源严重不足的办法
之一。 昨天， 记者来到位于左安
门桥东北角的雨水泵站及月坛公
园， 现场了解雨水回收利用对本
市节水的作用。

在位于南二环左安门立交桥
东北侧的左安门雨水泵站， 汇水
面积达到3.52公顷， 原抽升能力
为5112立方米/小时 ， 升级改造
后泵站抽升能力提高至9369立方
米/小时 ， 新建调蓄池8026立方
米。 改造后的泵站与新建调蓄池
系统， 可实现该下凹桥区排水标
准从3年一遇提高至10年一遇。

通过脚步丈量， 泵站调蓄池
距离护城河大约70米左右， 就像

是摆在河边的一个海碗， 先喝足
下雨时从左安门桥区收集的雨
水， 再通过四台水泵回送入护城
河。

“降水初期， 雨水首先流入
初期雨水池， 使水质较脏的初期
雨水得以截留， 这部分水将通过
管线， 输送回排水集团的水厂，
与生活污水一起进行处理后， 回
收再利用。” 北京排水集团第一
管网分公司经理田志勇说。

目前， 排水集团已完成43座
泵站升级改造， 明年还将对其余
32座泵站进行升级改造。 全部泵
站升级改造后， 将使抽升能力由
35.5万立方米/小时提高至73.1万
立方米/小时， 增加调蓄能力15
万立方米， 泵站所在区域能够应

对十年一遇强度的降雨， 雨水收
集、 雨洪利用能力有了大幅度提
高。

同样回收雨水对其再利用的
还有月坛公园。 在月坛公园， 也
隐藏着雨水收集池利用系统。 雨
洪利用系统包括去掉 “马路牙
子”、 建下凹式绿地和渗透型雨
水积蓄池。 当降雨量超过绿地自
身消纳能力时， 就可利用积蓄池
蓄雨， 有效地利用雨水。

明年升级改造32座泵站 提高雨洪利用能力

“海碗”接雨水 回收用处大

2018年实验区内文化企业力争超3万家

昨天是2014年公园游览年票发售的第一天， 首日销售年票近3万
张。 一大早， 前往各大公园发售点办理年票的市民络绎不绝。 为了方
便市民购买， 天坛公园、 紫竹院公园等公园将市民请进职工之家， 在
温暖的环境里进行购票。 市公园管理中心提醒， 年票办理持续一个
月， 市民可根据自己的时间随时办理， 不必扎堆排队。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市民购买公园年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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