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站警方全力应对返京客流高峰
□本报实习记者 闫长禄

春节后， 外出旅游和务工人
员集中返京， 加之铁路部门加开
多趟临客， 北京西站再次迎来返
京客流高峰。 西站警方积极采取
有效措施， 为旅客创造安全有序
的出行环境。

调整警力部署
全力疏导滞留旅客

记者了解到， 西站警方积极
协调地区相关安保力量 ， 采取
“武警把口、 保安守点、 民警巡
面” 的措施， 在出租车站、 地铁
进站口等人员易拥堵部位设立
固定岗位， 加大主要通道的巡逻

力度， 及时发现和疏导辖区内滞
留人员， 确保旅客有序通行。

明确工作重点
有效净化站区秩序

为有效净化站区秩序， 西站
分局在 “春运” 期间针对扰序、
扒窃等违法活动开展打击整治，
通过 “制服巡逻震慑、 便衣重拳
打击” 的方式， 将地下二层大厅
东通道北端设为电瓶警车停靠
点， 时刻关注秩序情况。 同时，
安排便衣民警对各类违法活动开
展现场打击 ， 及时查处违法人
员， 全力净化站区秩序。

调整硬件设施
确保旅客出行便利

记者发现， 因西站地铁进出
站客流与火车出站客流交织且方
向对冲， 地下大厅东通道持续出
现客流拥堵情况。 西站警方及时
协调地区相关部门， 在通道内设
置隔离护栏， 将通道分为双向通
行， 安排保安员引导旅客按序通
行， 大大提高了通行效率。 同时
在地铁进站口、 出租车站入口等
人员集中排队部位， 专门设置了
硬隔离设施 ， 保证旅客安全排
队， 避免拥挤保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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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西黄城根南街百姓生活服务中心1号店生鲜超市正式开张
迎客。 此举不仅缓解了周边百姓 “买菜难” 的问题， 更成为了该街道的一次有益尝试。

民意立项
新菜场50天就开张

关注民生问题是政府执政为
民的重要体现， 办好民生实事是
政府对人民的庄重承诺。 而民生
短板在哪里， 百姓自己最清楚。

去年12月 ， 通过楼门院长
“千人大会”、 微信公众号、 来信
来电等方式， 西长安街街道面向
居民推出16个选项， 征集2017年
度拟为民办实事的意向。 最终，
4805人次现场投票 、 线上352人
次投票提出意见建议， 其中， 新
建菜市场以437票成功立项。

西黄城根南街地处首都政治
核心区腹地， 辖区人口密集， 但
这一地区生活性服务业用房极为
紧缺，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
活性服务业态布局不合理， 给周
围居民造成很大不便。

“西黄城根南街百姓生活服
务中心1号店生鲜超市， 从立项
到开张仅用了50天时间。 我们本
着 ‘街道怎么干， 群众说了算’
的原则和理念， 积极回应百姓期
待、 兑现惠民承诺， 将民生实事

不断提挡加速， 才有了今天的成
果。” 在 “1号店” 门口， 西长安
街街道相关负责人自豪地表示。

260平方米
满足百姓日常所需

据介绍， 西长安街街道12间
临街房总建筑面积1066平方米，
依次编号为1至12号， 目前投入
使用的 “1号店” 金质生活西黄
城根店经营面积约260平方米 ，
分为上下两层， 产品结构以满足
百姓日常所需为标准、 以百姓厨
房为重点， 以生鲜菜站为核心。

记者在现场发现， “1号店”
首层主要经营生鲜蔬菜水果、 畜
牧产品、 熟食豆制品、 低温乳品
等， 满足老百姓日常所需。 二层
则主要经营北京特色商品糕点小
吃、 粮油副食及部分百姓日常餐
桌家居必需用品。

“食品类商品引入了不少北
京特色商品， 常规的米面粮油、
酒水饮料等也以品牌性为目标，
突出人们所熟知和喜爱的大品
牌、 老品牌。” “1号店” 相关负
责人介绍。

引入互联网+
特色店将陆续开张

此次， 西长安街街道最大限
度撬动社会资源服务民生， 与驻
区部队协商， 借用其位于西黄城
根南街36号12间临街房， 建设西
黄城根南街百姓生活服务中心，
全部用于完善地区生活性服务业
态项目和街道公益性服务项目。

除生鲜超市外， 西黄城根南
街百姓生活服务中心邻家24小时
便利店、 阅读空间等也将陆续投
入使用。 届时， 街道将统一为周
边居民办理优惠卡。

记者获悉， 西黄城根南街百
姓生活服务中心将重点引入互联
网+生活服务业经营模式， 其中
6号店的 “U我 ” 社区生活服务
体验中心， 将引进 “互联网+民
生服务”； 7号店为互联网+家政
服务； 11号店将主打互联网+再
生资源； 12号店主打互联网+旅
游展示。 “希望通过实现线上线
下有机融合， 用科技手段为居民
带来丰富 、 便捷的生活服务 。”
西长安街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再过几天就是元宵佳节， 全
国各地已进入返程高峰。 当大家
满载而归时， 公交人已在春运这
个大战场上奋战近一个月。

从大年初五开始， 每天的23
时至次日凌晨4时， 随着普通公
交线路停驶， 公交3路、 9路、 21
路的春运加车也开始了运营。

11辆车、 19名司售、 3名车
队管理人员， 每一名都是精挑细
选、 业务熟练的公交人， 每天凌
晨守候在西站公交站台， 运送全
国各地返京旅客。 他们是 “春运
加车人”， 年复一年， 坚守在各
自岗位上， 默默地为夜间返京乘
客的出行提供服务。

“春运客流量大， 我这个老
调度员再有几个月就要退休了，
今年是最后一次参加春运加车任
务了， 真是舍不得。” 李艳和是
电车分公司9路的一名调度员 ，
1975年来到公交， 到1990年从事
调度员工作 ， 至今已工作40多
年。 曾经每年的春运夜间加车都
有他的身影， 而7个月后老李就
要退休。 在工作岗位上的最后一
个春运， 让他格外珍惜， “就想
站好最后一班春运岗。”

2011年， 9路开行运送春运
返程客流的夜间加车， 邢金龙第
一次在西站执行加车任务。 从那
时起， 他就再也没离开过春运走
加车这项工作。 “如果没有夜间
的公交加车， 旅客只能乘坐出租
车回家， 要不就只能在西客站地

下候车大厅待一晚， 直到等来普
通公交线路早晨发车。 旅客大包
小包夜间返京挺不容易的， 虽然
我们晚上走加车辛苦点， 但看着
他们能早点回家休息， 我就是累
点也觉得值！”

“您好，您去哪”“有什么可以
帮您”“您抱孩子先上车， 箱子我
帮您拿上去” ……在西客站北广
场， 今年第一次走夜间加车的解
雨， 每天夜里要重复上百次这样
的话……这几天， 为保证晚上走
车有精神，解雨白天都要睡觉，他
已好几天没和女朋友见面，“只能
等忙过这两天，再陪陪家人了。 ”

坚守 “夜间公交”， 是公交
人对春运返京乘客出行的 “承
诺”， 是北京公交公益性定位的
具体体现。 而公交职工为了保证
春运乘车乘客的安全、 有序， 也
尽职尽责地坚守岗位。

这些工作， 有些能看得见、
感受得到， 有的则是在幕后默默
无闻地付出。 与其他常规性公交
线路不同的是， 在西站春运临时
加车的公交职工， 还要克服白天
倒时差的不习惯等问题。 尽管这
样， 他们依然舍小家、 为大家，
在岗位上默默地坚守与付出， 也
正是因为如此， 才畅通了从西客
站返京旅客回家的路。

为了保障职工更好地服务乘
客， 电车分公司工会还购买了方
便面、 火腿肠、 八宝粥、 牛奶等
物资， 慰问这些春运加车人。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曹蕾 文/摄

手指动一动 ， 扫一扫二维
码， 项目的工程概况、 方案就出
来了。 这是中建二局一公司第三
项目经理部亦庄1#、 3#办公楼
高峰工作室打造的 “智慧工地”，
是继塔吊安装 “黑匣子” 之后的
又一举措。

原来每次方案交底都需要准
备方案， 费时间还耗办公耗材，
在办公室、 施工现场等使用纸质
方案时也不方便。 在互联网大数
据时代下， 项目部基于移动通讯
等技术， 将资料人为归纳和整理
为一体的综合应用， 现在有了二
维码， 有效降低了使用成本， 平
时使用也方便多了， 遇到问题，
掏出手机扫一下对应的二维码下
载资料即可， 不仅方便快捷节省
成本， 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创新工作室还计划将图纸、
工程进度等内容都生成二维码，
这样到现场， 只需扫描建筑结构
旁的二维码， 就能得到该面墙、

柱的结构尺寸及配筋 、 浇筑时
间、 试验报告等内容。

项目部吴天成经理表示， 项
目部要设立二维码墙， 从施工现
场的源头抓起， 最大程度地收集
人员、 安全、 环境、 材料等关键
业务数据， 打通从一线操作与远
程监管的数据链条， 实现劳务、
安全、 环境、 材料各业务环节的
智能化、 互联网化管理， 提升建
筑工地的精益生产管理水平， 实
现 “互联网+建筑工地” 的跨界
融合， 促进行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梁黔蓉

线上线下互动 以437票成功立项

12间临街房变身生活服务中心

巧用二维码打造“智慧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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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辆车、19名司售、3名车队管理人员……

“春运加车人”服务旅客回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