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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税务为新发地300余商户办理延期申报手续

□本报记者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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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多举措为冬奥保“绿”增色
植物迁移 动物保护 建冬奥森林公园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彭程/摄

《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状况及需求调查报告》发布

市统计局最新发布 《北京市
居家养老服务状况及需求调查报
告》 显示， 近6成受访居民认为
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较一年前有
改善， 其中居住地周边医疗卫生
服务的覆盖率最高， 但部分老人
仍存在吃饭、 出行不便等问题，
养老驿站数量不足， 设施和服务
也有待完善。

五成以上受访居民满意
现有居家养老服务

随着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程度
的不断加深， 市民对养老服务的
需求日益增长。 调查显示， 北京
市近年出台的养老政策措施中，
受访居民对“增设养老驿站”关注
比例达到78.6%；其后是“增加老
人用餐渠道”“向60周岁及以上老
年人制发养老助残卡” 和 “为特
殊困难老人提供补贴 、 津贴 ”，
表示关注的居民比例均在6成以
上； 5成以上居民关注 “定期巡
视探访独居 、 高龄老年人 ” 和

“老楼加装电梯等适老化改造”。
受访居民对居住地周边现有

的居家养老服务或设施的总体满
意度为52.1%， 完全能自理的居
民满意度高出部分或完全不能自
理的居民14.7个百分点。

七成以上受访居民表示
居住地周边有医疗卫生服务

近年来， 北京市居家养老服
务持续完善基础设施、 创新服务
模式， 为老年人提供专业规范的
居家养老服务， 取得一定成效。

75.1%的受访居民表示居住
地周边有医疗卫生服务， 其次是
健身休闲场所设施及老人体育活
动比赛 （比例为66.7%）， 无障碍
设施和公共文化设施及活动覆盖
率均在4成以上。

调查显示， 居民对居住地周
边无障碍设施、 医疗卫生服务、
精神关爱服务和公共文化设施及
活动4个方面的满意度较高， 均
在85%以上； 其后是老年教育和

培训活动、 老人紧急救援服务、
健身休闲场所设施及老人体育活
动比赛 ， 满意度均在80%以上 ；
助餐服务、 日间照料服务和老人
家庭护理服务的满意度相对较
低， 也在7成以上。

分区域看， 核心区有6项居
家养老服务或设施的覆盖率在各
区域中最高； 中心城区健身休闲
场所设施及老人体育活动比赛、
无障碍设施和老人紧急救援服务
的覆盖率均高于其他区域， 其中
无障碍设施的覆盖率高出全市平
均水平10.5个百分点； 生态涵养
区公共文化设施及活动的覆盖率
最高 ， 高出全市平均水平8.8个
百分点。

三成受访居民反映“老
人吃饭不方便”

本市当前的养老服务在供给
总量、 服务项目、 服务质量等方
面仍存在一些短板， 亟待补齐。

调查显示 ， 30.3%的受访居

民表示居住地周边居家养老方面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 “老人吃饭不
方便”； 表示 “老人上下楼、 出
行不方便 ” “紧急救援服务缺
乏 ” “缺少社区或居家养老机
构” 和 “老人就近看病拿药不方
便” 亟待解决的居民比例均在2
成以上。

分城乡看， 城镇居民认为居
住地周边居家养老方面存在亟待
解决问题的比例基本高于农村，
其中“老人吃饭不方便”和“老人
上下楼、出行不方便”均高出农村
10个百分点以上； 农村居民认为
“老人就近看病拿药不方便” 的
比例高出城镇15.6个百分点。

受访居民中表示居住地周边
有养老驿站的比例为16.2%， 养
老驿站的数量与实际需求仍存在
一定差距。 在表示居住地周边建
有养老驿站的323位居民中， 有
55.4%认为养老驿站在服务方面
存在不足， 其中表示 “场地小、
设施旧、 环境差” 和 “收费贵”
的居民比例相对较高 ， 分别为

49.2%和47.5%； 其后是 “工作人
员少 、 不专业 ” 和 “服务内容
少 、 质量差 ”， 比例均在3成以
上 ； 认为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
差” 的为10.6%。

统计部门建议： 扩大养
老领域服务供给

本市居家养老服务的服务项
目和能力相对不足， 统计部门建
议应推进养老服务及设施配置，
包括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适老化
改造工作， 以老人实际需求为导
向， 对老人助餐、 家庭护理和家
政等生活照料服务继续提质增
效； 同时， 加快推进养老机构改
革，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养老
行业， 充分利用社区资源， 组建
专业运营团队， 增设养老驿站，
扩大养老领域服务供给； 推动养
老服务人才专业化和职业化建
设， 探索行业补贴， 加强教育培
训， 提高养老服务规范化、 专业
化程度。

近八成受访居民关注“增设养老驿站”服务

“以前这里就是荒滩野岭，
现在绿树越来越多， 基础设施建
的越来越好， 我天天都在这里散
步。” 已经84岁的陈奶奶站在延
庆区张山营镇的冬奥森林公园
里， 远眺着群山连绵起伏、 树木
郁郁葱葱的怡人美景， 笑得合不
拢嘴。 围绕一个 “绿” 字， 延庆
区园林绿化部门对冬奥迁地植物
与动物精心呵护， 为每棵树建档
立卡， 设立各类小动物栖息地、
救助站， 增加值被覆盖率， 建设
冬奥森林公园。

植物迁地保护 夏季移
植成活率90%以上

在位于张山营镇上板泉村
北、 占地约300亩的冬奥会迁地
保护基地， 伫立着以白蜡、 暴马
丁香、 核桃楸为主的30余种2万
多株树木。 这些树木都是因北京
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场馆建设
迁移而来。 每棵树上都挂着一个
小卡片， 卡片上有专属二维码，
扫码后， 树木所属科目、 树龄、
原高程位置、 现高程位置等信息
可在手机里全部呈现。

延庆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庞
月龙坦言， “夏季树木处在生长
最旺盛的时期 ， 加上换到新环
境， 移植后的成活率对大家来说
是个挑战。” 为此， 赛区施工前，
延庆区园林绿化局与北京林业大
学共同开展延庆赛区森林生态系
统本底调查工作， 对赛区内地质
地貌、 气象水文、 土壤、 植被、
生物物种及其多样性、 景观资源
等进行综合调查与分析， 掌握了
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和特征、 野生
动物和植物资源、 土壤、 水文等
森林资源与环境的关键数据。

“我们在树木移植前， 对需
移植树木的品种和规格进行确
认， 形成林业勘察报告， 同时制
定科学合理的树木移植方案 。”

庞月龙说， “为充分保护需要移
植的植物， 我们对地被、 草本、
灌木、 乔木按照高低顺序进行分
层移植， 移植前做好前期保护，
移植后加强后期管护， 同时还加
强科技措施， 研发 ‘新型植物生
长调节剂’， 并利用植物修剪二
次生长技术， 攻克了山地树木夏
季移植成活技术难关， 提高了移
植树木的成活率。” 据庞月龙介
绍， 经过验收， 这些树木的成活
率达到90%以上。 此外， 延庆区
园林绿化局对有保护和利用价值
的树木采取就地、 近地、 迁地保
护， 建设基地和保护小区， 累计
保护2.4万株植物。

为小动物建小家， 降干
扰增救助

动物保护同样重要。 庞月龙
表示， 区园林绿化局在施工期间
同步建设了野生动物保护及栖息
地， 包括建设野生动物通道、 两
栖爬行动物栖息地、 安装人工鸟
巢等措施。 在施工建设中， 减少
夜间施工， 并使用定向遮光罩，
减缓光污染对动物的影响； 在生
态修复时，选择食源乡土物种，为
野生动物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

此外， 还完善野鸭湖野生动物救
助站， 对野生动物开展救助， 救
助工作开展以来共救助长耳鸮、
红角鸮、 苍鹭等动物41只。

为迁地保护植物建设
“大广场”

冬奥森林公园位于张山营镇
政府西侧， 佛峪口水库下游， 总
占地面积22.18万平方米， 计划9
月底完工， 是一处展现冬季奥运
特色， 实现迁地保护策略， 融合
当地景观风貌的绿色乡镇公园。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公园将结合
“绿色、 共享、 开放、 廉洁” 冬
奥理念， 设计冬奥理念之旅和冬
奥口号之旅。 理念之旅包括迁地
植物园和奥运之家两个分区， 口
号之旅分为门户花园、 奥运康体
园和奥运之窗三个分区。

该负责人表示， 公园将通过
摆放冬奥吉祥物、 冠军脚印来展
示历届冬奥会举办的亮点， 体现
独特冬奥之美。 同时为冬奥赛区
迁地保护植物提供良好的环境与
场地， 增加迁地科普展示。 并适
当增加基础游憩设施， 为公园游
客及周边镇域居民提供游憩场
地， 形成镇域核心公共绿地。

“你们的解答我非常满意，延
期申报政策像及时雨一样惠企惠
民， 让我们在最困难的特殊时期
感受到温暖。”得到丰台区税务局
的税务人员关于延期申报和延期
缴纳税款的解答后， 北京新发地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办税人刘春艳
高兴地说。

自今年6月新发地聚集性疫
情发生后，新发地市场紧急关停，
市场内3000余户企业 、1200余户
个体工商户面临经营业务暂停、
财务账目封存、 公司人员隔离等
困难，无法按期完成申报缴税。

对此， 丰台区税务局第一时
间与新发地市场主办方取得联
系， 及时了解掌握商户当前面临
的困难及特殊情况， 全力做好保
市场主体相关工作。 该局利用微
信公众号、短信平台等线上方式，
及时开展互动式政策宣传辅导，
告知企业疫情防控期间减轻中小
微企业税费负担相关政策， 梳理
纳税人申请延期申报及延期缴纳

税款所需的资料清单与操作流
程，确保纳税人懂政策、会操作。

同时， 该局以电子税务局为
依托， 为新发地市场商户开辟绿
色通道， 组建专业化团队进行网
上审批， 及时受理审核并向审核
通过的纳税人送达电子行政许可
决定书，确保 “申请—核准—送达”
全流程100% “非接触式” 办理。

截至7月28日，该局已为市场
内294户企业、19户个体工商户办
理了延期申报手续。 “流程清晰，
操作简便，审批速度很快，解了我
们的燃眉之急。”刘春艳在体验了
延期申报申请后说。

丰台区税务局还进一步优化
执法方式， 对7月征期未申报且
未申请延期申报的218户纳税人
制定服务清册， 待确定其确属疫
情原因申请延期后， 免予加收税
款滞纳金、 不给予行政处罚、 不
调整纳税信用评价、 不认定非正
常状态， 确保延期申报政策执行
到位。

□本报记者 马超

“在桃树地里干活累了，我就
练一段太极拳，抖擞一下精神。 ”
平谷区刘家店镇松棚村桃农焦健
说。伴随乐曲声，一群桃农在丫髻
山太极广场上打起太极拳。 8月3
日，记者获悉，作为“网红平谷”建
设系列活动之一的 “尚道桃源丫
髻山 武德天下太极拳———第二
届中国·北京丫髻山太极文化拉
开序幕。 本次太极文化节旨在持
续为平谷和丫髻山地区引入、发
展特色武术资源， 搭建武术交流
平台，促进休闲、健身、养生文化
普及发展。

文化节上，主持人马丁、平谷
新农人讲师团团长王丹、 提琴工
匠刘尊飞、 国桃种植户邢术贺、

“甜桃王”王庆林等22人，被授予
“网红平谷”志愿者称号。 他们陆
续走进直播间，以太极为“媒”，以
“文创+”赋能 ，详尽介绍太极养
生文化、 大桃产业和重点景区发
展规划，将御苑福桃、精品民宿、
小提琴、桃木文创产品等“平谷好
物”呈现给广大消费者。

据介绍， 该镇群众在农闲时
节、 茶余饭后选择练习太极拳。
镇里开办的“太极学堂”， 在全镇
形成群众练习太极拳强身健体的
活动氛围。 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
间， 还通过镇域微信公众号推出
“网上太极” 课程， 指导广大群
众通过练习太极拳锻炼身体、 丰
富生活。

丫髻山下平谷桃农秀太极


