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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唐诗 ） 为防
范市民餐桌污染， 昨天， 市食药
监局组织对新发地市场果蔬交易
区突击检查， 同时， 区局针对全
市12家重点批发市场开展了破损
果蔬流向风险排查， 暂未发现出
售破损及腐烂果蔬现象。

据悉， 市食药监局现场检查
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精品一
区两家水果商户， 执法人员对经
营者的经营资质， 食品进销货票

据、 台账进行核查， 对破损及腐
烂水果的处置方式进行了调查询
问。 同时， 要求市场开办者加强
管理， 严格防控此类问题出现。
市食药监局食品市场监管处处长
李江表示， 市食药监局将针对夏
季食品的特点， 持续加大隐患排
查力度， 全力保障首都市民 “果
盘子” 的安全。

市食药监局表示， 全市12家
批发市场每日清理消纳破损及腐

烂果蔬近3吨， 其中新发地市场1
吨 。 全市近90%的水果 、 近70%
的蔬菜供应来自新发地市场。 现
在有外包装的净菜净果入市较为
普遍， 果蔬损耗和垃圾较以前已
大幅减少。 同时， 朝阳、 海淀 、
丰台 、 通州 、 顺义 、 昌平 、 房
山、 延庆等区局对辖区内的共计
12家批发市场水果销售环节进行
了全面检查， 暂未发现出售破损
及腐烂果蔬现象。

5月19-26日， 石景山区图书馆立足阵地服务， 发挥自身优势特
色， 举办了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 本次科技周的主题为 “科技创新
强国富民”， 旨在通过让公众近距离接触科研活动， 感受科技创新的
魅力， 激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科学兴趣。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市民感受科技创新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本
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预计今年9
月开工建设， 道路全长6.5公里，
设计时速20公里/小时。 这是昨
天市路政局、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
院相关负责人做客北京交通广播
时透露的。

据介绍， 这条自行车专用路
设置在回龙观到上地软件园范围
内， 起点位于昌平区的同城街和
文华路的交叉口， 整个自行车专
用路是沿着13号线北侧绿化地往
西铺设， 跨过京藏高速， 下穿京
包铁路， 沿着六环路， 延伸到西
二旗北路， 最终止于海淀区的上

地西路和后厂村路的交叉口。 全
长6.5公里 ， 其中从起点到西二
旗北路为新建道路 ， 为5.5公里
长。 西二旗北路到终点用现况道
路进行改造， 长度是1公里。

目前规划方案已经批复， 预
计今年9月开工建设， 明年6月主
体工程施工完毕。 首条自行车专
用路宽度经论证后决定为双向6
米，中间没有硬隔离、采用划线方
式，设计速度20公里/小时 ，全线
有8对出入口。 专用路是双向4车
道，中间设有多功能车道（有潮汐
车道、超车道功能），不允许机动
车、电动车、行人进入，用闸机保

障电动车、 机动车不能进入， 骑
行者右侧单向通行， 不得逆向行
驶， 除专门设置的停放点和服务
点外， 专用路上禁止停车。

“这次建设专用路专门设计
了过街功能， 部分区域加宽到10
米，除了6.5米专用路，还留了3.5
米给沿线居民过街使用。”该负责
人介绍， 今后上地软件园往西计
划还有2.5公里二期的规划，中关
村大街往南会有三期， 远期规划
考虑则一直延伸到中关村、四环。
此外， 在已完成的1000余公里基
础上，今年本市还将完成900公里
自行车专用道治理。

本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9月开工
回龙观至上地 全长6.5公里 明年6月主体工程施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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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下达新一轮百万亩
造林绿化工程2018年度浅山区荒
山造林专项建设任务， 8个浅山
区荒山造林工程涉及海淀 、 顺
义 、 昌平 、 房山 、 门头沟 、 平
谷、 怀柔、 密云等8个区， 总建
设任务为4.4万亩 ， 年底前完成
主体工程。

2012年到2015年， 本市通过
实施平原地区百万亩造林工程，
改善了平原缺林少绿的状况， 奠
定了平原地区绿色生态空间格局
基础， 基本形成了山区绿屏、 平
原绿网、 城市绿景的生态景观。
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 则

把绿化范围从平原地区扩大到全
市范围。

今年全市项目建设任务涉及
城区公园、 城市副中心绿化、 绿
化隔离地区公园、 平原造林、 浅
山区荒山造林、 留白增绿、 城区
小微绿化、 浅山区台地和拆迁腾
退地绿化、 美丽乡村绿化等9类。

据了解， 2018年度浅山区的
8个造林项目全部为新增造林 ，
面积4.4万亩 。 浅山区造林所选
树种是符合乡土、 长寿、 抗逆、
食源、 美观等树种选择原则的典
型树种， 主要包括油松、 侧柏、
栎类 、 栾树 、 刺槐 、 黄栌 、 山
桃、 山杏等苗木。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已经立
夏，非法捕鱼问题频发。昨天，海
淀区苏家坨镇根据落实河长制 、
整治河道内非法捕鱼现象专题会
工作安排， 对镇域内钓鱼行为积
极劝阻，对捕鱼行为严厉打击。

此次巡护队伍中除了镇级河
道管理部门外， 还有区农业执法
大队（渔政）、区水政监察大队、镇
综治办等部门， 重点对南沙河稻
香湖桥、 周家巷沟湖心岛等易出
现钓鱼捕鱼地点开展执法工作。

本次带队巡察的苏家坨镇镇
长刘培宝告诉记者：“我镇有河长
制河道17条，近50公里。河长制实
施以来， 对河道进行了全面的治
理整治， 所有河道排污口全部封
闭，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河道内
鱼类不断增多， 吸引了众多钓鱼
爱好者进入镇内水域垂钓， 更有
甚者采用下网、 地笼等形式非法
捕鱼， 为正在恢复的河道生态带

来严重破坏。部分河段水位较深，
水草较密，河岸按快速泄洪设计，
不具备垂钓条件， 具有一定的安
全隐患。”

在谈到河道管理上， 刘培宝
说，目前，苏家坨镇已经形成以河
长制为依托， 区镇联动的河道治
理机制。通过镇水务站、各村级河

长、河道养护单位加大巡河频率，
及时发现非法捕鱼、炸鱼、毒鱼、
电鱼行为，在劝阻的同时，第一时
间将情况报告区农业执法大队
（渔政），配合专业部门处理。并通
过在重要河段加装防护栏， 安装
监控探头等技术手段， 制止非法
捕鱼现象。 孙妍 摄

苏家坨镇河长巡河查“渔翁”

51家市属国企签约结对54个低收入村
市国资委、市农工委联合打造“一企一村”精准帮扶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5月
23日下午， 市国资委、 市农工委
联合召开市属国有企业精准帮扶
低收入村 “一企一村” 结对帮扶
签约会。 51家市属企业与54家低
收入村签订了 “一企一村” 结对
帮扶协议书， 这标志着北京市属
企业结对帮扶本市低收入村打赢
三年脱贫攻坚战工作正式启动。

据了解， 为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打赢三年脱贫攻坚战
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战略部

署，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5
月9日， 市国资委和市农工委、市
农委共同召开了市属企业精准帮
扶本市低收入村工作部署会，对
落实市委“低收入”重点村与市属
企业“一企一村”对接要求进行了
动员和部署。会后，市属企业积极
行动， 经过深入的实地调研和交
流沟通，51家市属企业和54个低
收入村就全面完成三年脱低工作
形成共识，达成一致意见。

在签约会现场， 54对结对帮

扶的市属企业与低收入村分别进
行了签约， 并表示将充分发挥企
业优势和特长 ， 在扶持产业帮
扶、 促进就业帮扶上做好文章。

其中， 在产业帮扶方面 ，市
属企业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管
理、 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推进低收
入村“一村一品”特色产业体系建
设， 扶持一批低收入农户参与度
高的优势支柱产业， 积极培育农
业龙头企业和低收入村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 充分发挥其组织带动

作用， 强化其与低收入农户的利
益联结机制。重点支持低收入村、
低收入农户发展符合首都城市功
能定位的特色产业； 在就业帮扶
方面， 市属企业将积极主动采取
措施，挖掘潜力，最大限度安置低
收入农户中的劳动力人口就业，
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低”。

采访中 ， 市国资委党委书
记、 主任张贵林表示， “一企一
村 ” 结对帮扶工作目的是不变
的， 但实现目的的途径和措施是

多种多样的。 面对结对帮扶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困难， 市属企业要
因地制宜， 要排除困难， 想尽办
法， 充分发挥企业与低收入村的
优势 ， 共同商讨 、 创新一些措
施， 完成精准帮扶脱低工作。

据悉， 签约结束后， 各市属
国企将在未来一个多月的时间
内， 拿出具体帮扶方案， 并在未
来三年时间内完成对低收入村的
精准帮扶工作， 力争实现54个低
收入村全面脱贫工作目标。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市妇
儿工委办公室昨天与中华女子学
院和首都师范大学签约， 两校成
为北京市妇女儿童发展 研 究 基
地 。 北 京 市 妇 女 儿 童 发 展 研
究专家库同时建立 ， 111名研
究 妇 女 儿 童 发 展 的 专 家 受 聘
入库。

据了解， 市妇儿工委办公室
围绕落实市 “十三五” 妇女儿童
发展规划的重点难点问题， 选定
了具有妇女和儿童学科研究优势
的两所高校合作。 同时， 为了支
持研究基地的运行和工作开展，
市妇儿工委办公室围绕妇女参与
决策和管理、 妇女与经济、 妇女
儿童与健康、 妇女儿童与教育、
妇女儿童与社会保障、 妇女儿童

与环境等领域， 聘请了111名研
究妇女儿童发展的专家， 组建起
北京市 “十三五” 时期妇女儿童
发展研究专家库。

基地和专家库成立后， 将聚
焦妇女儿童发展短板， 从妇女儿
童规划上入题， 服务现实需求，
着力解决妇女儿童发展领域中的
问题， 增强研究的有效性。

百名妇儿发展专家组建“智囊团”

8处浅山区将新增造林4.4万亩

保障市民“果盘子”安全

本市突击检查新发地市场果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